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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資諷應用資諷尊重資諷
時報文教基金會製作13場電視座談會

~十世紀可以說是追求

~科技至上的時代，但

一些有識之士也深切體認

到，科技如果脫離人文關

懷， 可能將引發更大的災

難 ， 例如製造毀滅性的原子

彈、生物戰技等皆然 。

面對資訊時代快速來臨，

科技結合人文關懷更形迫

切，以前陣子流行電子雞為

例，這項科技來自於日本，

它原本是希望小朋友透過遊

戲的過程，了解生命成長的

艱辛，體認到生命不能重

來 ， 進而尊重生命，所以一

旦寵物雞死亡，就無法重新

再來 。 但聰明的台灣生意

人 ， 加裝了一個 í RESET J
按紐，遊戲就可以重來 ， 雖

然具有生意頭腦，但卻讓生

命只有一次的意義喪失殆

盡，甚至有小朋友在比賽誰

最快把電子雞弄死 。 除了電

子雞外，目前許多電腦遊戲

充滿暴庚氣息，而整個社會

也動輒血腥暴力相向 。

電腦 、 網路已經成為現代

社會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台

灣目前電腦普及率已超過三

0 % ，上網人口數也已突破

六百萬人次，網路資訊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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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資訊素養」座談會首擂前 天，余範英執行長親自舉行記者會向各媒體解釋資訊素養的自來 。

一個二十四小時永不關閉的

圖書館，更是一處無須繳費

就能隨時取得訊息的龐大資

訊寶庫，也因此 ， 如何建儲

資訊素養的資訊網，並且教

導大眾正確地使用網路資

訊 ，也就成為我們必須審慎

去探討與監督的課題 。

公利導向對知識不尊重

抄襲歪風日盛

當前網路資訊的問題有

一 、功利導向 。 許多投機

者， 看準了這項科技所帶來

的商機，於是在法令尚無明

確的管制辦法之下，許多違

法亂紀 ， 販售色情圖片、毒

品等案例，時有所聞 。

二 、對知識的不尊重 。 上

網要看免費的 ，不願付費取

得知識， 間接無法使資訊

品質提升 。

三 、抄襲歪風日盛 。 于指

輕輕一點 ， 就把別人可能一

輩子的智慧心血拷貝過來 。

在資訊日新月異的社會

中，如何提升國人使用資訊

技能，正確認識資訊知識，

進而培養尊重資訊的態度 ，

已經成為跨入二十一世紀最

重要的工作 。

依據一九九九年瑞士洛桑

管理學院的 「 國家競爭力」



資訊私技

分析，我們國家競爭力在四

十七個國家中排名十八，其

中 r 科技實力」排名第

十 。 證明台灣在全體國民的

努力下，在科技方面已經足

以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 。 但

是同時，我們也應該反思科

技進步可能帶給我們的影

響。

編製資訊素養九年一貫教材

有鑑於此 ，時報文教基金

會在去年就開始籌備資訊素

養 ( In[or l11 a tion Literacy ) 
的計劃，但由於 「素養」是

個相當抽象的概念 ， 需經多

次的討論與溝通 。 初步構想

是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而

基於種樹活動的經驗 ， 雁、以

朝向中小學教育方向著手 ，

除將座談會內容編列成冊之

外 ， 還可延伸為一套資訊素

養九年一貫教材，而後逐步

在學校中推動 。

現代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社

會 、 一個知識爆炸競爭激烈

的時代，在面對種種挑戰的

世界宴 ， 學習與成長是成功

的後盾;因應時代的趨勢，

希望藉由終身學習的長期推

展，使學習成為我們文化不

可或缺的部份 ， 讓個人自由

而有尊嚴的成長 、 社會多元

而有秩序的進步;而這正是

邁入二 卡一世紀開發國家過

中 ， 個人與社會進步最根本

的原動力 。 我們也發現資訊

素養是未來公民人格塑造中

相當重要的一環，沒有了資

訊素養 ， 資訊終身學習將只

是一個不可能達成之口號罷

了 。 資訊素養的推廣 ， 可以

讓全民掌握終身學習中最重

耍的知識工具 。

資訊素養在於培養思考 、

應用科技與資訊的基本能

力 ， 並訓練學生面對資訊時

的自我批判 、 反思 。 讓資訊

能力中也帶有人文關懷與社

會責任。將資訊素養 態

度 、 知識與技能帶進中小

學中，成為公民整體教育的

一環 。

與N II民間諮詢委員會合作

由於余小姐本身也擔任

N lI民間諮詢委員會的網路

內容發展小組召集人，並在

N II民間諮詢委員會的網路

內容發展小組成員( 中研院

資訊所教授 ) 謝清俊的協助

下，整個資訊素養也開始有

了真體的規劃方向，座談會

內容也逐步有了清楚的輪

廓 。 而為擴大宣傳效果，邀

請公共電視參與轉播 ， 並立

刻獲得國科會及N ll 、 資策

會 、 中時網路科技 、 資訊傳

真機構 、 東森媒體事業群 、

台灣資訊智財權網路協會、

蕃薯藤數位科技公司等單位

。資訊素養座談會由唐湘龍 (右

一 ) 主持，首埸由當志朗 ( 右

二 ) ，劉炯朗 ( 右三 ) ，陳正然

( 右四 ) 對談 。

的大力支持 。

經過續密的討論與規剖，

我們針對資訊倫理 、 資訊文

化等問題，邀集網路資訊界

的專家學者及官員們集思廣

益，製作十三集「資訊素養」

電視座談會 ， 希望藉由各方

意見的交流，能促進網路內

容的正確發展 。

八月份己錄製完成十三集

的節目，並從八月二十七日

起 ， 每週日上午十時至十一

時在公共電視頻道播出， 另

外在資訊傳真周刊 、 蕃薯

藤 、中時網路以及東森頻道

上也可看到每週的節目相關

報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