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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第一學期第8期「智多星雙週問」有獎徵答活動 

答題期間：第十七、十八週 12月16日(一)～12月27日(五) 

   

從今年(108)八月開始，南美洲亞馬遜森林大火引發世界各國關注，社群

網站流傳多張動物受困照片，但這當中多數是假照片，甚至連知名演員李奧

納多、歌星瑪丹娜、葡萄牙足球球星C.羅納多等名人，都引用了錯誤照片。

例如李奧納多在個人推特上發表，大量轉貼的照片，早在2018年2月就出現過 

，與這次大火無關。 

其他廣傳的照片也陸續被發現是假的，包括一隻猴子抱著一隻死去的幼

猴相片，其實是印度攝影師的作品。還有一些紅毛猩猩獲救照片，是2013到

2016年間，在印尼婆羅洲展開的動物救援行動。 

假照片不斷流傳，很多人開始懷疑，是不是連「馬亞遜雨林大火」也是

假新聞？或是質疑這場大火真有媒體和環保組織描述得那麼嚴重嗎？ 

媒體資訊良莠不齊，網路上的訊息常常以訛傳訛，因此我們在閱讀時要

抱持謹慎的態度，不要僅憑表面訊息就下定論，查證及獨立思考是數位時代

必須具備的能力或態度，否則，我們將成為「識字的文盲」。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總編審陳慧敏表示：「比較簡單的工具是，其實是叫

做照片反搜的工具，它可以用時間序來做排序，最古老的照片會出現在最前

面，這張照片最先出現在哪裡，然後再一一的去細讀，這些網站提供的資訊

是什麼。」我們可以根據巴西民眾拍攝並上傳到社群媒體的影像、美國航空

與太空總署(NASA)2019年8月發布的亞馬遜雨林衛星圖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images/145464/fires-in-brazil)、綠色和平組織巴西

調查團隊實地拍攝的影像(https://www.greenpeace.org/taiwan/搜尋「亞馬遜」關

鍵字)等網路消息來源，證實「馬亞遜雨林大火」不是假新聞，而且正如環保

組織描述的，非常嚴重。 

這場「亞馬遜雨林大火」是真實事件，巴西查核組織Agência Lupa 內容

長萊雅爾（Natalia Leal）表示，「毫無疑問的是，用來表現出亞馬遜火災的

照片很有象徵性，也指出亞馬遜地區正發生什麼事，不過發布舊照片可能會

引發荒謬又誤導的討論，現在的討論只環繞著假新聞轉。」他擔憂的是人們

花時間在爭辯真假，卻不是討論亞馬遜火災的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那

樣，我們不需要使用舊照片或其他脈絡的照片來講述這些問題有多嚴重。」 

★請閱讀文章並回答問題：    資料來源︰深耕閱讀每月專題任務 

(      ) 1.亞馬遜雨林主要所在的國家巴西，位於地球的哪一洲? 

         (1)亞洲  (2)歐洲   (3)北美洲  (4)南美洲 

(      ) 2.以下哪個消息來源比較可靠？ 

          (1)名人的臉書或推特    (2)「每日頭條」等內容農場 

          (3)學術研究單位        (4) 親朋好友在 LINE 轉發的文章 

(      ) 3.以下敘述哪一個較為正確? 

          (1)臺灣沒有雨林，所以其他國家的雨林大火和我們沒有關係 

         (2)政治人物的競選廣告和宣傳都非常可信 

          (3)因為「假相片」很多，所以「馬亞遜雨林大火」是假新聞 

          (4)綠色和平組織是知名的國際組織，其報導內容可信度較高 

(      ) 4.以下哪些不是查核資料的正確方法？ (答案有 2 個 ) 

          (1)比較多種資料來源再做判斷  (2)到社群網站上問網友 

          (3)利用照片反搜功能查證  (4)很多人傳來傳去或點閱率高的訊息就比較可信 

森林大火與假新聞的風波(4~6年級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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