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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 

本部為精進數位素養內涵，綜整 2024年聯合國、歐盟、美國與

國際科技教育學會公布相關數位素養（包含人工智慧）報告文件，

並參考 2023年日本、澳洲、瑞典政府訂定的數位教學指引，進行數

位素養定義中涉及「真假資訊的吸收與辨別能力」的內涵分析後，

補充《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以下簡稱本指引）第二部分有關

「數位素養」4項主軸的內涵與增訂子項，使之完善。 

貳、更新內容說明 

綜整新近文獻後更新數位素養四個主軸的定義，說明如下： 

一、數位安全、法規與倫理 

在「數位安全、法規與倫理」的數位素養主軸下新增

子項「資訊辨識與負責」的內涵。目的在回應數位環境的

真假資訊帶來的挑戰和風險，培養負責任的數位公民，並

確保數位科技能夠促進有意義的學習和發展。 

當前學生所處數位環境充斥著各種資訊，包括不實訊

息、偏見內容和網路威脅，若缺乏資訊辨識與驗證能力，

使用者難以判斷資訊的真偽，容易受到誤導或傷害；隨著

生成式 AI的興起，生成式 AI技術能夠快速產生文字、圖片、

影片等內容，這些內容可能難以辨別真偽。由於 AI 是基於

大數據統計模型，其產出可能存在隱含於訓練資料中的偏

見或謬誤，因此，使用者需要意識到，AI 產生的內容僅為

參考，最終的判斷仍需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此外，在「資

訊過濾泡泡」和「回聲室效應」下，個人可能只接觸到與

自己觀點相似的資訊，而無法接觸到多元觀點，這會加劇

社會的對立和偏見。   

爰此，培養資訊辨識能力，有助於使用者突破資訊過

濾泡泡，接觸更多元的資訊，做出更全面的判斷。 

二、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在主軸二「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的數位素養主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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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補充「2-2 資訊驗證與評估」之內涵，增加使用事實查

核工具辨別資訊的真偽，從多方來源進行交叉比對，判斷

資訊的可信度，以應對數位環境中資訊過載、不實資訊、

以及 AI 發展帶來的挑戰，確保學生成為具備批判性思維的

終身學習者。 

數位技能強調能夠有效檢索數位資訊，但更重要的是

辨別資訊真偽是數位素養的核心。使用者需理解不同類型

的資料、收集方法及分析技巧，數位環境中，缺乏批判性

思考可能導致錯誤資訊的傳播，爰此，批判性思考能力是

判斷網路資訊正確性的關鍵，包括辨明資訊來源及查核資

訊真偽（fact check），並理解資訊背後的偏見或意圖。 

三、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在「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主軸下之更新補充

「3-2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之內涵，包含加強整合數位工

具進行有效溝通，正確解讀資訊的來源及目的，在解決問

題時辨識及篩選資訊，分辨其是否含有偏見、誤導或虛假

內容，並維持數位環境的安全及友善，學習在合作過程中

辨別真實資訊，避免傳播虛假資訊。 

當前協作式數位學習是常見模式，學生可能需要共同

使用數位工具和生成式 AI 來完成任務與解決問題。在這個

過程中，能夠評估資訊的準確性，避免在合作中散佈不實

資訊，分辨其是否含有偏見、誤導或虛假內容，如果使用

的資訊本身存在問題，解決方案的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

爰此，在數位互動及共創的過程中，具備體察、理解、尊

重、欣賞文化的多元性，並關心全球議題與國際事務，尊

重網路言論自由，展現世界公民的意識與行動。 

四、數位內容識讀與創作 

「數位內容識讀與創作」主軸下更新補充「4-1 數位內

容識讀」，加強反思資訊的真實性，避免吸收偏頗或錯誤

資訊，並新增「數位行動與人文關懷」，目的在培養學生

不僅能成為有效率的數位內容創作者，也能成為有同理心、

負責任的數位公民。 

身處數位內容充斥的環境，數位素養強調理解數位資

訊及媒體的影響力，並在實作體驗中展現對媒體資訊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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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批判與反思能力，更重要的是評估資訊的真實性，避

免吸收偏頗或錯誤的資訊。 

此外，數位素養包含善用數位工具與生成式 AI 來提升

高層次思考能力，在創作過程中保持批判性思維，並對自

己的作品負責。數位工具和 AI 的使用應以同理心為基礎，

考慮到這些工具對人類的影響，使用者在選擇工具和創作

內容時，應該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並確保數位環境中的

互動是友善和尊重的，因此，數位技術應服務於人類的福

祉，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在利用數位工具解決問題時，應關注社會議題，並致

力於促進社會共好，爰此，新增「以人為本」的 AI 應用主

要能夠保護基本人權、豐富存在意義與價值、提升生活便

利與效率、強化人際連結與協作、解決社會問題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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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育部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 3.0第二部分「數位素養」 

更新內容對照表 

頁碼 原文 更新內容 備註 

12 （1）數位安全、法規與倫理 

理解數位環境中的設備、內

容、個人數據和隱私；保護身心

健康，並了解數位科 技對社會福

祉、社會包容，以及環境的影

響。 

1-1數位康健與福祉：善用數位科

技以提升個人幸福感，維護

身心健康，避免網路沉迷。 

1-2資訊安全與法治：具備網路、

雲端、應用程式與資訊系統

相關的安全意識，能夠保 護

自己的隱私與資料，理解人

工智慧可能帶來的新型威

脅，並在使用數位工具或生 

成式 AI 時能夠遵循資訊安

全、網路交易等觀念。 

1-3隱私保護與網路身分管理：能

夠適切的保護及管理自己所

創建的網路身分，保護個人

網路隱私、認識網路霸凌、

防範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及

遵守相關法律規範。 

（1）數位安全、法規與倫理 

理解數位環境中的設備、內

容、個人數據和隱私；保護身心

健康，並了解數位科技對社會福

祉、社會包容，以及環境的影

響。 

1-1數位康健與福祉：善用數位科

技以提升個人幸福感，維護

身心健康，避免網路沉迷。 

1-2資訊安全與法治：具備網路、

雲端、應用程式與資訊系統

相關的安全意識，能夠保護

自己的隱私與資料，理解人

工智慧可能帶來的新型威

脅，並在使用數位工具或生

成式 AI 時能夠遵循資訊安

全、網路交易等觀念。 

1-3隱私保護與網路身分管理：能

夠適切的保護及管理自己所

創建的網路身分，保護個人

網路隱私、認識網路霸凌、

防範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及

遵守相關法律規範。 

1-4資訊辨識與負責：學習辨識資

訊的合法性與真實性，遵守

網路道德規範，避免傳播不

實資訊或侵犯著作權。理解

吸收資訊的方式，同時保護

個人隱私。具備使用者負責

的態度，確保有意義的學習

與發展。 

 

12 （2）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理解個人之資訊需求，能有

效檢索數位數據、資訊和內容；

（2）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理解個人之資訊需求，能有

效檢索數位數據、資訊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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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文 更新內容 備註 

判斷來源及與需求之相關性；管

理、儲存及組織數位數據、訊息

和內容。 

2-1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具備

識別不同型態的資料，並理

解資料收集與存取方法的 能

力，理解常見的資料處理與

分析方法、數據資料的應

用，並能進行基本操作。 

2-2資訊驗證與評估：具備足夠的

背景知識及辨明資訊來源的

方法，用以判斷網路資訊的

正確性。 

 

 

 

 

 

2-3人工智慧的素養：了解人工智

慧對教學與學習的基礎概

念、原理與影響，並能確認 

生成式 AI 所提供資料的正確

性，且在創建內容時能遵守

相關法規，並謹慎地將其內 

容作為教學參考或輔助之

用。 

2-4數位資料評估及應用：以數位

資料進行數據分析，透過實

證結果精進數位教學方式 及

促進教學成效，了解數位資

料的應用有助於學習成效診

斷。 

判斷來源及與需求之相關性；管

理、儲存及組織數位數據、訊息

和內容。 

2-1資料表示、處理及分析：具備

識別不同型態的資料，並理

解資料收集與存取方法的 能

力，理解常見的資料處理與

分析方法、數據資料的應

用，並能進行基本操作。 

2-2資訊驗證與評估：具備足夠的

背景知識及辨明資訊來源的

方法，用以判斷網路資訊的

正確性，並能應用批判性思

考能力，使用事實查核工具

辨別資訊的真偽，從多方來

源進行交叉比對，判斷資訊

的可信度及區分偏見或誤導

性資訊。 

2-3人工智慧的素養：了解人工智

慧對教學與學習的基礎概

念、原理、與影響，並能確

認生成式 AI 所提供資料的正

確性，且在創建內容時能遵

守相關法規，並謹慎地將其

內 容作為教學參考或輔助之

用。 

2-4數位資料評估及應用：以數位

資料進行數據分析，透過實

證結果精進數位教學方式 及

促進教學成效，了解數位資

料的應用有助於學習成效診

斷。 

13 （3）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正確使用數位技術進行互

動、溝通和合作，並了解文化和

世代多樣性；透過公共 和私人網

（3）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正確使用數位技術進行互

動、溝通和合作，並了解文化和

世代多樣性；透過公共 和私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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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文 更新內容 備註 

路服務，參與社會，成為良好的

數位公民；管理個人的數位身分

和聲譽；識 別資訊需求和問題，

並解決數位環境中生活與學習問

題。 

3-1數位溝通表達與合作：運用資

訊科技等數位工具進行問題

的陳述、表達、解決，能 了

解語言、圖像的符號以進行

資訊傳遞，達到資訊整合並

進行有效溝通與合作、互 

動、分享，並能共同完成任

務。 

3-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運用數

位知識、工具與生成式 AI，協

助探索、思考、分析問題， 

並能了解運算思維的原理，

進一步達到整合應用之學

習，以解決生活、生涯與人

生 的各種問題。 

 

 

 

3-3人際關係與網路禮儀：具備友

善的人際情懷、尊重多元聲

音、包容異己，在現實與 網

路上能安全交友，與他人互

動時，能秉持著尊重、友善

的態度。 

3-4社會參與與言論自由：在數位

互動及共創的歷程中，能夠

體察、理解、尊重、欣賞文

化的多元性，並能關心全球

議題與國際事務，尊重網路

言論自由，展現世界公民 的

意識與行動。 

路服務，參與社會，成為良好的

數位公民；管理個人的數位身分

和聲譽；識 別資訊需求和問題，

並解決數位環境中生活與學習問

題。 

3-1數位溝通表達與合作：運用資

訊科技等數位工具進行問題

的陳述、表達、解決，能 了

解語言、圖像的符號以進行

資訊傳遞，達到資訊整合並

進行有效溝通與合作、互 

動、分享，並能共同完成任

務。 

3-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運用數

位知識、工具與生成式 AI，協

助探索、思考、分析問題， 

並能了解運算思維的原理，

進一步達到整合應用之學

習，以解決生活、生涯與人

生 的各種問題；在解決問題

時，辨識及篩選資訊，分辨

其是否含有偏見、誤導或虛

假內容。 

3-3人際關係與網路禮儀：具備友

善的人際情懷、尊重多元聲

音、包容異己，在現實與 網

路上能安全交友，與他人互

動時，能秉持著尊重、友善

的態度。 

3-4社會參與與言論自由：在數位

互動及共創的歷程中，能夠

體察、理解、尊重、欣賞文

化的多元性，並能關心全球

議題與國際事務，尊重網路

言論自由，展現世界公民 的

意識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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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原文 更新內容 備註 

13 （4）數位內容識讀與創作 

合法合宜地創建和編輯數位

內容，並將其整合到現有知識體

系中；運用數位工具 與生成式 AI 

培育思辨、創造的能力，並且實

踐美感生活。 

4-1數位內容識讀：能理解數位資

訊及媒體的影響力，能在實

作體驗中展現對媒體資訊 之

選擇、評估、批判與反思能

力，並具備識讀能力，有效

判斷資訊是否正確、存有 偏

見、違背基本人權等。 

 

 

4-2網路著作權：認識網路著作

權，並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

著作權，也不要侵犯他人的 

著作權。 

4-3數位創作與創新：善用數位工

具與生成式 AI 來提升高層次

思考能力，使用數位工具 與

生成式 AI 於作品創作、藝術

鑑賞、線上策展、溝通表達

等，豐富美感涵養與溝通 品

質，實踐生活美學。 

（4）數位內容識讀與創作 

合法合宜地創建和編輯數位

內容，並將其整合到現有知識體

系中；運用數位工具 與生成式 AI 

培育思辨、創造的能力，並且實

踐美感生活。 

4-1數位內容識讀：能理解數位資

訊及媒體的影響力，與吸收

偏頗或錯誤資訊所造成的影

響；能在實作體驗中展現對

媒體資訊 之選擇、評估、批

判與反思能力，並具備識讀

能力，有效判斷資訊是否正

確、存有偏見、違背基本人

權等。 

4-2網路著作權：認識網路著作

權，並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

著作權，也不要侵犯他人的 

著作權。 

4-3數位創作與創新：善用數位工

具與生成式 AI 來提升高層次

思考能力，使用數位工具與

生成式 AI 於作品創作、藝術

鑑賞、線上策展、溝通表達

等，豐富美感涵養與溝通 品

質，實踐生活美學。 

4-4數位行動與人文關懷：在選用

數位工具與 AI進行學習與創

作時，能以同理心與人文關

懷，判斷生成資訊或作品對

人的影響與促進問題的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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