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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藏師徒四人前往西方取經，途中，蜘蛛精

趁孫悟空不在時，抓走了唐三藏。孫悟空得到消

息後，心想：「救師父的好辦法，就是偷到鐵扇

公主的芭蕉扇，把蜘蛛網一掃而空！」於是他前

往鐵扇公主所住的洞穴，意圖盜取芭蕉扇！

故事緣起…(1/3)

3



不料，鐵扇公主早有所防範，她將孫悟空逮個

正著，孫悟空萬般無奈下只好招供偷芭蕉扇的用

意，鐵扇公主得知後，跟孫悟空說：「你這潑猴，

芭蕉扇是無法搧破蜘蛛網的，該怎麼做才能破解

千年蜘蛛網，拯救你師父，要用更科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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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緣起…(2/3)



鐵扇公主隨手變出了一臺平板電腦，她得意洋

洋地說：「開啟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螢幕

瞬間跑出好幾千筆的資料，孫悟空看了一驚，說：

「這麼多，我怎麼看得完？」，鐵扇公主笑著說：

「資料蒐集當然是有撇步的，你可要認真學阿～」

孫悟空聽了之後，點頭如搗蒜，開始了一趟資

訊蒐集與識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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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的作業好多喔！尤其是大大小小的報告，

要大家不上網海撈資料都難！

這次作業豬八戒就是上網找資料。哇塞！有夠

厲害，一查就有幾千萬筆資料耶，千奇百怪的，

有夠頭昏眼花！用哪個網頁才好？拿來剪貼會不

會被發現啊？等到發下報告的成績時，豬八戒發

現成績比孫悟空差上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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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藏給豬八戒的評語是「資料不完整」、

「資料太老舊」以及「資料不正確」。豬八戒想：

「不都是網路上找來的資料，為何孫悟空的就是

正確且可信，而我的就差那麼多。到底問題出在

那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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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說這是資訊爆炸的時代，每天產出的資

訊好像要把人淹沒。成千上萬的訊息不請自來，

想要的資料卻怎麼也找不到！有沒有個魔法棒可

以把資訊「點石成金」？讓人們能快速找到有用

的資訊，好好的運用資訊解決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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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就是掌握資訊的魔法棒！請看這

單元的介紹，學習利用網路資源查找資料，並從

資訊當中汲取養分，增長知識，提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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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要做一篇報告時，會先去看看已有的相

關知識或文獻等資料，建立對問題的基本認識與

了解，也做為報告的佐證資料或提出自己見解的

依據。

到哪裡去找這些資訊呢？以下列舉一些可以利

用的資訊資源供參考。

一、資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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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書館：包括學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甚至是私人圖書館，都收藏有各類型的圖書、光碟等資

料。

2.網際網路：各式網站、搜尋引擎、線上資料庫、部落

格、網路論壇等。

3.其他：書店、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商業機構、私人

收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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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傳統紙本印刷品，網際網路（Internet）

的好處是透過搜索及超連結可獲得包羅萬象的、

即時的、熱門的消息或訊息。此外，彈指之間，

使用者還可以在超連結（Hyperlink）中尋找到

很多相關及更深入的資料，而使用者亦可在網路

上快速地交換訊息。有時網路上的資訊是事實且

客觀的，提供了使用者準確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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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識讀



有的網站釋放出個人強烈的意見或偏見，而這

些訊息往往是不正確或未經查證的；有的網站充

斥了謊言騙局來誤導讀者；而有些則是以誇大不

實的手法來促銷他們的商品。為了學校作業或個

人需要，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判斷力，才可以在

浩瀚的網路上找到優良的網站。一個優良的網站

不但有趣又有用，能提供即時、正確、完整、可

靠的資訊。此外，好的網站設計清楚明白，讓使

用者容易找到所需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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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資源

網路上的資料量很大，而且不斷快速增加中。在浩

瀚網海中，如何找到切合的資料呢？

在網路上查看資訊的方式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瀏

覽，另一種是搜尋。

一、網路上的資訊資源

17



許多網站會將網站內容分類整理，在首頁就以整理

好的主題項目呈現資訊內容，讓使用者可以自行瀏覽

閱讀，只要約略知道主題類別，就可以依分類層次找

到所需之資訊。這類網站的資訊品質多半經由人工檢

視、過濾，品質較一致。如果想要對某一主題有概要

性的瞭解；或沒有確切的資訊需求；或想隨時掌握新

知；或希望找到經由人工篩選的優質網站，就適合以

瀏覽的方式來閱讀網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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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要尋找的資料已很明確，希望能從各種不同來

源搜尋完整的資訊內容，就可以用搜尋引擎來查找資

料。利用搜尋引擎找到的資料量通常很大，卻不見得

確實而有用，最好有明確的關鍵字，才容易找到精確

的資料；且搜尋的資料品質良窳不定，往往會耗費許

多時間篩選，選用時更要慎重。

內容豐富的網站，往往同時具有分類整理與搜尋引

擎，方便使用者查找資料。除了一般網頁資料外，其

實，有些網站資料相當值得參考利用，卻容易被忽略，

以下會介紹一些可用的網站類型，同學可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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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資料庫

找特定的資料，可以利用專業的，且資料收錄領域

相符的線上資料庫來找資料。資料庫指的是：針對某

一學科、主題或類型，將其相關的資料，以特定的方

式有系統地將這些大量、複雜且多樣的資料加以收集、

整理、儲存，以提供使用者作查詢。

資料庫種類繁多，如：文學性的詩詞資料庫、自然

科學類的昆蟲圖鑑、新聞性的時事資料、歷史資料庫、

美術資料庫，還有期刊論文、百科全書、學位論文等，

利用資料庫蒐集資料，內容豐富品質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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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線上資料庫是免費的，只要進入該資料庫即能

使用，例如：「故宮書畫數位典藏」、「浩然藝文數

位典藏博物館」。也有需要付費才能使用的資料庫，

需要帳號密碼登入，或在特定地點才能登入使用，例

如：「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世界美術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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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免費查詢，列印才需付費者，例如：「中華民

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或是免費使用一部分，

超過試用範圍即需付費，例如：「聯合知識庫」。另

有光碟資料庫，使用方式視學校或機構購買使用權的

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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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了提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每年皆仔細評選

並統一採購最適合高中職學生使用的線上資料庫（如

圖 3-1），涵蓋的類型，包括：行動閱讀、文藝小說、

全民英檢、科學雜誌、生態影音、地理百科、世界美

術、文化音像、新聞知識、電子書籍、電子雜誌、電

子期刊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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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師生透過校園網路即可於學校圖書館查到資料

庫入口網連線，甚至在家經過簡單的申請及設定也可

免費使用，相當便利。其中，有資料庫進入時需繕打

學校代號，可向學校圖書館查詢或於資料庫入口網頁

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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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線上資料庫
備 註：資料庫由臺北市高中輪流主辦，正確網址請洽各校圖書館
資料來源：取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線上資料庫網站

（http://db102.zl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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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期刊論文

期刊是分期出版的刊物，出版傳布迅速，論文內容

新穎精闢、議題廣泛，閱讀時間及成本都比較經濟，

所以成為現代社會傳播、研究及教育的利器。然而那

麼多種期刊，每本期刊又有許多篇論文，要如何找到

所需的資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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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

系統」、「國家圖書館期刊目次服務系統」或「中華

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的檢索功能，在檢索值欄位

中鍵入關鍵字查詢，就可以找到相關篇目資料。如想

要看的文章已有授權或有電子全文，可進入詳目式畫

面，申請複印或閱讀電子全文（相關複印規則與費用，

詳見國家圖書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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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法線上複印或閱讀，可以記下或列印相關書目

資料，依館藏查詢看看學校圖書館或鄰近之公共圖書

館是否有收藏此種期刊，如有，即可依卷期找到該篇

期刊論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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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報紙、新聞

新聞性的時事資料，當然是去找報紙囉，不過，過

期報紙就難找了。現在各大報系或新聞媒體多半有線

上資料庫，利用資料庫即可便捷的檢索到相關新聞資

料，很好用喔。例如：聯合知識庫、大中華知識銀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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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圖書館未購買這種時事性線上資料庫，可以直

接到中時電子報、聯合知識庫或聯合新聞網、自由新

聞網等媒體網頁，亦可免費查詢近一週或一個月的新

聞資料。只要找到新聞檢索網頁，輸入關鍵字查詢即

可，很方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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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參考工具書

所謂的參考工具書，一般而言包括：書目、索引、

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指南、名錄、手冊、傳記

資料、地理資料、法規、統計、政府出版品…等。它

們的特點都是以查詢為目的，而非全篇閱覽；而內容

則儘量廣采博收、旁徵博引，這樣才具有參考價值。

目前許多參考工具書也有線上資料庫可供使用，例

如：大英百科全書、線上字典等，利用電腦檢索，方

便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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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圖書館館藏資料

現在的圖書館大部分都有線上館藏書目查詢系統，

利用圖書館的「館藏查詢」系統，可以方便地查詢館

內圖書、期刊、光碟資料、視聽資料等各類型資料。

各個圖書館的線上館藏查詢系統不太一樣，大致都有

二種查詢方式：目錄查詢與分類查詢。查詢時，可以

各類型資料一起查詢，也可以選擇查詢某一種資料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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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錄查詢：可輸入關鍵字、書名、著作者、出版者、

ISBN/ISSN 等，進行查詢。

2.分類查詢：依據圖書分類法，依類號細分，展開分

類法樹狀圖，可依據分類號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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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線上館藏查詢找到書的索書號（分類號＋作者

號）後，就可到該書號的書架上找書。圖書館的書是

依據圖書分類法排架的。

每一本書都有一組號碼。如《種子的信仰》書號：

371.45/8750。371.45 即是分類號，我們可以在書架

區找到 370 這區，書籍的排列順序是：面對書架由

上而下，由左而右號碼遞增。

8750 是作者號，同樣的分類號，再依作者號排序，

即可依序找到需要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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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期刊資料，現期期刊又不可外借，可將論文

影印（但須符合著作權法）。印好後別忘了註記篇名、

作者、刊名、卷次、出版年月等書目資料，以便引用

時註明出處。若是網頁資料，列印時也要註明網址、

列印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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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可供查找資料的搜尋引擎很多，臺灣常

用者如圖 3-2 所示。且因網路資料浩瀚無窮，所

以擬定合宜的搜尋計畫及搜尋策略也相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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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資料搜尋



Google Yahoo! 奇摩

bing 蕃薯藤

圖 3-2 臺灣主要的搜尋引擎
資料來源：取自 Google（http://www.google.com.tw/）、Yahoo! 奇摩
（http://tw.yahoo.com/）、bing（http://www.bing.com/?cc=tw）、蕃薯藤
（http://www.y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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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搜尋計畫

藉由計畫的擬定，使搜尋者能瞭解搜尋主題與確認

重要概念，以獲得更多有意義且與主題貼切的資訊，

減少時間的浪費。

1. 確認搜尋範圍：確認搜尋範圍可聚焦查找方向以

排除無用資料。例如對「素養」這個主題加以分析，

探討的角度需釐清是從資訊或生活等何種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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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主題概念：分析主題概念可進一步縮小搜尋

目標，例如「素養」的重要概念可能是「指標」、

「養成」或「評量」等，各概念亦應思考可能的替代

詞彙。

3. 分析搜尋需求：分析所需的資訊是否有日期的限

制？是否有瀏覽電子全文的需求？搜尋者便可據以篩

選以減少時間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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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慎選搜尋軟體：不同的網路資源搜尋軟體有其特

殊的功能與適用範圍。例如搜尋「資訊」的注音，選

用「教育部國語辭典線上版」，就比使用「奇摩搜尋

引擎」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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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搜尋策略

1. 掌握關鍵字：需多了解自己想要蒐集資料的內容

與相關詞彙，篩選出重要的相關詞彙為關鍵字來查詢，

且使用的關鍵詞愈多，愈能精確迅速的找到所需資料。

2. 善用布林查詢：利用「布林邏輯」查詢功能，即

and、or、not（交集、聯集、排除）的檢索設定，精

確篩選所需資料。

3. 以片語進行搜尋：在需要組成片語的文字開頭與

結尾加上雙引號「＂」，可提高搜尋結果的精確度及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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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已找到的資料再發現相關資訊：例如從已經

找到資料後面的參考書目或網站中，再找出相關資料。

5. 輪流使用各家搜尋引擎：活用各家搜尋引擎以避

免不足，並俾便獲得更完整與最新的資料。

6. 使用 RSS（簡易資訊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訂閱服務：若搜尋的網站有提供 RSS 

訂閱服務亦可利用，以獲取最近的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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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儲存搜尋結果：在網路上找資料，若看到不錯的

網頁，可將網頁加入瀏覽器之「我的最愛」或「書籤」

功能，可儲存網頁標題與網址，還可分類整理方便再

次造訪。

8. 善用學術搜尋：網路資訊浩瀚無窮，使用關鍵詞

搜尋時常會找到一堆無用資料而虛耗搜尋的時間與精

力，若運用 Google 所提供之學術搜尋引擎，即可讓

搜尋的結果聚焦於學術範圍，幫助師生應用於學習之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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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活用進階搜尋指令：為了能針對需求找出目標網

頁，各大搜尋引擎網站都提供許多進階搜尋指令，以

下僅舉出最常用的指令及其用法，其餘指令請至各搜

尋引擎查找。

(1) site：查詢指定網站的網頁

（"site:http://www.edunet.taipei.gov.tw  資訊 " 查詢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有 " 資訊 " 兩字的網頁）

(2) filetype：搜尋特定檔案類型（"filetype:doc 物理 "  查找

檔名有 " 物理 " 兩字的 doc 文件檔）

(3) intitle：搜尋標題包含關鍵詞的網頁（"intitle: 國文 "  查

詢網頁標題包含 " 國文 " 兩字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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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站類型及識別

網路上的資料這麼多，如何識別判讀其真偽及品質

呢？首先，認識不同的網站類型可以做為判斷網站內

容的第一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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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識讀



類型 特徵

個人網站
.idv

1. 網站多是用於宣傳或分享個人的信念及所得。
2. 網頁資料可能缺乏編審標準來保證其可信度、正確
性及客觀性。

商業性網站
.com

1. 網站主要目的是販售商品。
2. 廣告及公共關係是促銷商品的主要方式。
3. 有時使用者可在網站上找到與相關領域有關的、有
價值的資料。

學術教育網站
.edu

1. 網站上的資訊通常比較嚴謹、可信度高。
2. 使用者可以在網站上找到和教學相關的資料、教育
性的研討會論文集，以及來自於電子期刊的學術性文
章。

表 3-1 各類型網站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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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特徵

非營利性網站
.org

1. 網站多是由專業組織主持。
2. 主要目的是提供推廣專業及意見交流。
3. 使用者可找到學術性的研究報告。

政府官方及
國防軍事單位
.gov、.mil

1. 政府各部門（含軍方）提供政務與公共服務的資訊。
2. 使用者可找到學術性的研究報告。

表 3-1 各類型網站特徵（續）

47



通常由網址就可以判斷出網站的類別。在網址中的

「網域」是你判斷其網站類型的指標之一。一般說來，

政府單位、教育學術及研究機構和非營利機構等組織

的相關資訊，較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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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屬性 網站類型 網域屬性 網站類型

.com 商業團體或組織 .aero 航空業界使用

.edu 教育學術及研究機構 .coop 合作機構用

.gov 政府單位組織 .ebiz 商業機構使用

.info 一般資訊用 .idv 個人網頁

.int 國際性組織 .jobs 就業相關網站使用

.mil 國防軍事單位 .museum 博物館使用

.net 網路管理或服務機構 .name 個人登錄

.org 民間組織 .pro 專業人士或機構登錄

表 3-2 網域屬性及其網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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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網站可信度檢核

不過，光是了解網站類型也難以辨別其品質優劣，

應先以 5W 思考法進行判斷（Schrock, 2009a）：

1. Who wrote it?

誰寫的？作者是值得信賴的且具有權威性嗎？

2. What is the website all about?

這網站的目的為何？

3. When was it made?

這網站是何時架構的？是否有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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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ere did it come from?

這網站的資料是否來自於值得信任的人或機構？

5. Why should you use this page?

你能夠清楚說服你自己為何要引用這網頁的資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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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亦可使用簡便之表格逐項檢核，若檢核某網

站後勾選的項目愈多，表示該網站愈值得信賴：

表 3-3 網站可信度檢核表

勾選 網站類型

□
□
□
□
□
□
□
□
□
□

1. 網站資訊具有準確性及可驗證性。
2. 網站足以顯示出一個真實企業或組織的存在。
3. 網站團隊中的專家與提供的內容及服務具專業性。
4. 網站是由一或數個值得信任的團隊組成。
5. 網站設計能讓瀏覽者不管位於何處都能很方便聯絡網站管理者。
6. 網站本身的設計具專業性。
7. 網站設計具易用性及友善的使用者介面。
8. 網站經常更新內容。
9. 網站沒有過度的促銷性內容。
10. 網站沒有發現任何各類型的微小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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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網站資訊可信度檢核

評斷出所欲查找資訊之優質網站後，仍然要針對其

所提供的資訊內容進行檢核，檢核後勾選的項目愈多，

表示所獲取的資訊也較值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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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網站類型

□
□

確定你找對了地方
1. 這個網站提供的訊息和你所研究主題息息相關嗎？
2. 這個網站值得一遊嗎？

□
□
□
□

探索網站的企圖（Purpose）
3. 這個網站設定的讀者群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4. 這個網站設定的目的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5. 這個網站傳遞的訊息你能夠了解嗎？
6. 這個網站提供的訊息完整嗎？

□
□
□

合理懷疑資訊的正確性（Accuracy）
7. 這個網站的訊息是正確且客觀的嗎？
8. 這個網站的訊息有呈現事實嗎？
9. 這個網站提供了足夠的資訊來支持他們的論述及結論嗎？

表 3-4 網站資訊可信度檢核表

54



勾選 網站類型

□
□

合理懷疑資訊的安全性及正當性（Safety/Righteousness）
10. 這個網站提供的訊息是安全的嗎？
11. 這個網站所呈現的資料具合理性及正當性嗎？

□
□
□
□
□
□

思考資料的可信度及權威性（Reliability/Authority）
12. 這個網站的類型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13. 這個網站的負責人或組織具權威性嗎？
14. 網頁創作者或作者具可信度嗎？
15. 網頁創作者或作者具權威性嗎？
16. 網頁創作者或作者是這個領域中的專家嗎？
17. 網頁上有網站負責人的連絡資料嗎？

表 3-4 網站資訊可信度檢核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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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網站類型

□
□
□
□

網頁內容的時效性（Currency）
18. 網頁上有標示這個網站是何時製作的嗎？
19. 網頁上有標示最近修訂更新內容的日期嗎？
20. 網頁上有呈現最新的訊息嗎？
21. 網頁上呈現資訊的時效性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
□
□
□
□

報導範圍（Coverage）
22. 網頁上呈現資訊的報導深度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23. 網頁上有呈現符合你需要的統計數字或圖表嗎？
24. 網頁上有呈現獨特的資訊嗎？
25. 相連的網站有經過評鑑或加以註解嗎？
26. 可經由這個網站連結其他可信度高的網站嗎？

表 3-4 網站資訊可信度檢核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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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網站類型

□
□
□
□
□
□

尋找設計細節的部份（Design）
27. 這個網站的組織架構清楚明白嗎？
28. 這個網站沒有錯別字或錯誤的語法嗎？
29. 這個網站的圖形動畫清楚嗎？
30. 這個網站有適當地融入多媒體嗎？
31. 這個網站有適切的互動性嗎？
32. 這個網站有必要的安全性以保障你的隱私嗎？

□
□

分辨「網頁」與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頁」
33. 你覺得這個網頁是專為網站設計的嗎？
34.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頁」有標示源自於何處嗎？

表 3-4 網站資訊可信度檢核表（續）

57



( 四 ) 網頁文章識讀

經由上文的檢核表，大致上可以篩選出具有信度、

正確性、客觀性的網站。但別忘了網路上的資料千奇

百怪、應有盡有。在你決定引用一篇網路上的資料時，

別忘了仍是要「停、聽、看」。

大致上來說，你找到的文章有些是公正地報導資訊，

不帶有任何個人意見。有些文章則是作者要宣揚己見，

來表達贊成或反對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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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宣導性的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須找到相同

份量的正反面意見來做持衡判斷。說起來，識讀網路

資料是你在寫報告時更要注意的事喲！下面我們先看

看幾個識讀的方法：

1. 找到文章時先檢查網址。通常含有（~）的網址意

味著個人網頁而非正式官方或組織的網頁。

2. 把這篇文章的作者名字輸入到搜尋引擎。這可以幫

你找找看這位作者是否有發表其他的文章。

3. 你也可以將這篇文章的網址輸入到搜尋引擎。這可

以告訴你那些網站有連結到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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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資料，理解內涵，予以釐清、吸收，是利

用資訊的第一步。我們可藉由文本分析的技巧，

以文章中之角色、背景、引發事件、反應、行動、

結果、結局為分析項目加以評析。接著，可以評

估蒐集到的資訊，做有效的整理與應用，並將資

訊整合至既有的知識架構內，將新知識和已知的

知識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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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運用



然後用合適的形式表達，將理解到的資訊內容

整理成別人可以理解，且能分享的圖文方式呈現

出來。

閱讀的同時，最好加以摘要記錄。作摘要記錄

可以幫助我們快速整理並掌握所找到的許多資訊，

更容易理解吸收、組織整合，也有利於資料的引

用。只要表述的意思不是自己想的，是別的作者

所講的，那不管引用多少字句，都要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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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的方式有許多種，可以將引註資料註記在

頁面下方，或寫在參考書目裡。引註內容也有很

多種格式，大致上，都要有書名、作者、出版社、

出版年、出版地、版次、頁數等資料。至於引用

的合法性，將於「著作權合理使用」的單元中詳

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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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線上資料庫，找出有關中國古代書畫作

品的資料。

2. 找找看，近三年來有沒有與自己就讀學校相

關的新聞報導。

3. 利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找出關於「資訊素養」的相關論文。

一、資料搜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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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搜尋練習時，可採用「網站選擇量

表」，對所查找的網站進行評估，若題項總得分

超過 27 分，則表示該網站值得信賴，且得分愈

高，可信賴程度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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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評估練習



選擇之準則 得分

5 4 3 2 1

1. 我知道在學科範圍內相關的作者與機構。 □ □ □ □ □

2. 我能客觀的判斷資訊的正確性。 □ □ □ □ □

3. 我能判斷已檢索資訊與需求間的差異以決
定檢索策略。

□ □ □ □ □

4. 我能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 □ □ □ □ □

5. 我能分辨資料中作者觀點的主客觀性。 □ □ □ □ □

表 3-5 網站選擇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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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之準則 得分

5 4 3 2 1

6. 我能分辨資訊來源的類型。 □ □ □ □ □

7. 我能判斷獲得的資訊資源是否為最新的。 □ □ □ □ □

8. 我能準確地找出文章中的主要概念。 □ □ □ □ □

9. 我能分辨適合引用的文獻資料。 □ □ □ □ □

10. 我能統整所蒐集到的資訊並做出結論。 □ □ □ □ □

表 3-5 網站選擇量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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