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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v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真假測謊儀：使用 Python 製作一個假新聞偵測系統 

一、摘要 

  隨著數位時代的到來，人們獲取資訊的速度越來越快，範圍也越來越廣。然而，假新

聞的傳播速度更勝於真實新聞。根據麻省理工學院 2018 年就已經發表於《Science》的研

究，假新聞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速度是真新聞的 6 倍，且有超過 70% 的使用者更容易相

信假新聞。近年來，臺灣也開始重視媒體素養教育，例如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自 2023 年

開始連續兩年都有舉辦相關活動，幫助不同族群提升假訊息、假新聞，甚至其對短影音與

深偽影片等假訊息的辨識能力。剛好我在 2023 年有進修過 python 課程並考取 ITS-Python 

證照，所以有機會可以運用所學設計了一套假新聞檢測系統，希望幫助大家更輕鬆地判斷

網路新聞或訊息的真偽。 

    本研究利用 Python 的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與搜尋引擎技術，結合 (hfl/chinese-

roberta-wwm-ext 和 bert-base-chinese)這兩種強大的語言模型，分析新聞文本的可信度。透

過比較不同 AI 模型的表現，我們希望找出更適合的方式來提升假新聞偵測的準確性，並

發展出一個簡單易用的系統，幫助社會提升資訊的可信度。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假新聞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無法忽視的問題，而台灣，更是全

球假新聞氾濫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國際媒體報導，台灣民眾每天接觸到的假新聞數量

遠超其他國家，這些假資訊不僅影響了社會信任，還對選舉、公共安全和民眾生活造成了

深遠的負面影響。          

  還記得疫情期間流傳的「喝熱水可以殺死病毒」假新聞嗎？這些錯誤訊息讓許多人誤

信，甚至延誤了正確的防疫行動。再比如某地震的假新聞聲稱「百萬人死亡」，引發社會

恐慌與錯誤的資源分配。假新聞的危害遠遠不止於誤導，它還可能操控輿論、挑撥社會分

裂，甚至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 

  我不禁思考：面對這些真假難辨的資訊，有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分辨新聞的

真偽？於是，我希望透過結合人工智慧（AI）與自然語言處理（NLP），設計一個假新聞

檢測系統，讓大家能輕鬆判斷一則新聞的可信度，減少假新聞對社會的衝擊。更重要的

是，我希望這個系統不僅僅是工具，更是一項教育資源，幫助每一個人學會辨識假新聞的

能力，提升媒體素養。當我們能夠有效抵禦假新聞的侵害時，社會才會更加穩定，資訊才

會更加可信。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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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判斷新聞與訊息的真偽，我們的研究目的有三個： 

A. 建立一個能判斷假新聞的 AI 系統，讓程式自動分析新聞內容，看其真偽。 

B. 比較不同 AI 模型(hfl/chinese-roberta-wwm-ext 和 bert-base-chinese)，看看哪種方式

比較適合用來偵測假新聞。 

C. 讓分析結果更清楚易懂，並提供一個「可信度分數」，讓人可以有判斷的依據。 

在研究開始前，我們提出以下三個假設： 

A. 人工智慧（AI） 能幫助辨別假新聞—透過分析語言和結構，找出假新聞特徵並判斷。 

B. 不同的 AI 模型可能會有不同的效果—這兩種 AI 模型 (hfl/chinese-roberta-wwm-

ext 和 bert-base-chinese)，我們猜測前者是專門訓練過的會比後者表現好。 

C. 尋找更多可行的資料庫或技術來協助程式判別假新聞:光靠人工智慧（AI）讀新聞可

能不夠準確，如果能結合搜尋引擎或者是情感分析系統的結果，應該能讓判斷更可

靠。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開發了一套假新聞偵測程式，透過 Python 自然語言處理 (NLP) 技術與情感分

析，來判斷新聞內容的可信度。主要方法如下： 

1. 資料庫使用 

自然語言處理 (NLP) 分析：使用 hfl/chinese-roberta-wwm-ext 和 bert-base-chinese 兩

個預訓練語言模型，解析新聞文本的語意。並找出可能是假新聞的特徵。    

2.假新聞檢測流程 

本系統主要分為四個步驟：(報告頁數不夠無法完整列出程式碼，請參考影片或來信索取) 

 

 

 

 

 

 

 

3. 驗證步驟 

為確保系統的準確性，本研究使用以下驗證方法： 

(1) 測試資料集 

• 選取 50 篇真新聞與 50 篇假新聞，作為測試樣本。 

• 真新聞來源：政府公告、主流新聞媒體（如中央社、BBC）、事實查核中心。 

• 假新聞來源：社群媒體流傳的錯誤資訊、曾被查核為假的新聞報導。 

(2) 假新聞實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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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測試了幾則著名的假新聞，並透過系統分析它們的可信度。以下列舉 20 個案例，供

讀者選擇適合的例子 

 

 

 

 

 

 

 

 

 

 

 

 

 

4. 準確率分析 

經過 100 則新聞測試後，系統的準確度如下： 

 

 

 

 

 

 

 

由此可見，hfl/chinese-roberta-wwm-ext 模型準確度較高，更適合用來偵測假新聞。 

4.加入 google 搜尋與情感分析 

⚫ Google 搜尋比對 

我將新聞的標題或關鍵句丟進 Google 搜尋引擎，然後觀察搜尋結果中是否有來自可靠

來源（例如政府網站、事實查核中心或主流媒體）的相關報導。如果搜尋結果顯示有多篇

相似的報導，且來自可信來源，則該新聞的可信度較高；相反，如果搜尋結果顯示的內容

偏向誇張或來源不明（例如社群媒體或部落格），就很可能是假新聞。搜尋結果還會幫助

確認新聞是否曾被事實查核機構標記為假新聞。 

⚫ 情感分析 

假新聞通常有比較誇張的用詞，會用煽動情緒的語句來吸引注意，例如「震驚！」「最

終真相曝光！」這類的詞彙。我使用了 SnowNLP 這個 Python 的情感分析工具，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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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文字的情緒強度。SnowNLP 會回傳一個 情感分數（0 到 1），分數越高代表語句越

正面、越理性；分數越低則表示情緒越誇張、偏激。所以，如果一則新聞的情感分數很

低，那假新聞的可能性就會提高 

5.權中計算與可信度說明 

⚫ 加權計算方式說明 

在判斷一則新聞的真假時，系統會將三個主要的分析結果(語言模型分析、Google 搜尋

結果、情感分析)進行加權計算，得出最終的 可信度分數。 

每個部分的重要性（權重）不一樣，因為它們對假新聞判斷的影響程度不同。以下是每

個部分的計算方式與權重： 

A.語言模型分析結果 (占比 50%) 

描述：語言模型負責解析新聞文本的語意和結構，檢測是否有假新聞的特徵（如誇張

用詞、不合常理的語句等）。因為語言模型是整個系統的核心，它的結果占比最高。 

B. Google 搜尋比對結果 (占比 35%) 

描述：Google 搜尋負責比對新聞標題或內容，檢查是否有可信來源的支持。如果有多

個可靠來源（如政府公告、主流媒體）報導相同內容，可信度會提高；如果搜尋結果

來自不明或低可信度的來源，分數會降低。 

    C.情感分析結果 (占比 15%) 

      描述：因為情感分析只是輔助手段，它的權重較低。 

最終可信度分數的公式: 將三個部分的分數加權後相加，得出最終的可信度分數 

6.假新聞檢索網頁 

   最後根據使用者回饋建議將程式輸出為網頁，讓操作更為直觀便利，以下為操作範例 

範例一，假新聞: 

      此新聞為川普總統在競選時說出的新聞，在操作時將標題或內文貼上並可以將網址

也貼上，有可靠的網址將會提高分析的正確度 

 

 

 

 

  

 

 

 

 

 

分析結果:雖然是美國總通川普講的話，但在後續已被證實為虛假消息，海地移民並不會吃

輸入假新聞檢索 



5 
 

寵物，程式也成功判別出是假新聞。 

範例二，假新聞: 

      此新聞說湯姆克魯斯將會使用不可能任務中用經典的垂降來進入會場拿取奧運國旗 

 

 

 

 

 

 

 

 

 

分析結果:後續湯姆克魯斯本人有出來澄清此為假消息，程式也順利成功判別出是假新聞。 

範例三，真/假新聞:請你先猜猜看此則新聞是真還是假呢? 

       此新聞說大安森林公園有一群人用哭來迎接跨年 

 

 

 

 

 

 

 

 

 

分析結果:這是看起來很假的真新聞喔，程式也順利成功判別出是真新聞。你猜對了嗎?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研究結論 

透過本研究，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A. AI 確實能有效幫助辨別假新聞，尤其是透過 NLP 技術與搜尋比對，能夠提高辨識

的準確度。 

B. 不同的 AI 模型表現有所不同，hfl/chinese-roberta-wwm-ext 的表現較優於 bert-base-

chinese。 

C. 加入情感分析比對能提高準確性，單靠 AI 解析內容可能會有誤判，但結合情緒查核

來源後，準確度提升約 10%。 

2. 生活應用 

輸入假新聞檢索 

輸入假新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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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可應用於多種情境，幫助大眾識別假新聞： 

A. 學生與教師：提供媒體素養課程，讓學生學習如何分析新聞的真偽。 

B. 一般民眾：作為 Chrome 擴充功能，自動提醒可疑新聞。 

C. 政府與媒體機構：結合事實查核機制，提高社會資訊可信度。 

3. 未來發展 

A. 多語言支持：目前僅支援 中文新聞，未來可擴展至 英語、日語等多語言新聞識

別。 

B. 提升模型精度：透過 Fine-Tuning BERT、RoBERTa 等深度學習模型，提高對

複雜新聞語境的適應性。 

C. 加入社群媒體數據分析：透過分析 Twitter、Facebook 等社群媒體傳播模式，提

高假新聞識別能力。 

D. 結合情感分析與政治立場判定：分析新聞的情緒傾向與 潛在政治立場，提高判

斷準確度。 

E. 強化即時新聞檢測能力：透過與 新聞媒體合作，獲取最新新聞數據，即時識別

新興假新聞模式。 

F. 開發視覺化報告系統：讓使用者能 清楚理解新聞真假判斷的依據，增強使用者信

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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