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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假信息与遭扭曲的事实
网络假新闻依赖于两者—虚假的信息与扭曲的事实，
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查看其他可靠来源是否作
出同样的声明，而且所有事实是否在完整又准确的
情况下提供。

了解人们用哪些不同技巧来编造假新闻，
以及您在网上如何自保的小贴士。
。

在我们相信甚至点击链接之前，

请先查明真伪！

虚假影片
最近出现了许多虚假视频，即使内容是伪造的，
但欺骗的伎俩，使人误以为视频里的政治人物或
演员说了这些内容。搜索视频的标题以查找它的
出处，并确定此来源究竟有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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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误导性数据
虽然数字不会说谎，但人们可以采用真实数据，
却又使它们看起来与原意不符。例如:某个调查
可声称80％的新加坡人每天都吃快餐，但如果样
本量只有10人，这当然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请
务必查看调查中的样本量大小，并查明提供数字
者本身的可靠性。

伪造照片
照片可以完全被改造，使它们看起来与原照截然
不同。如果您看到大量传播或可疑的照片，请在
谷歌(Google) 或TinEye上进行反向图像搜索，以
查找图像和文章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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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专家
这些伪专家看和听起来都煞有其事，但他们通常没有
真材实料。例如：某人声称气候变化不是真的，而且
自称：“我是拥有3个研究生学位的专家。”实际上，
他们可能在撒谎，本身并没有学位，又或拥有的全部
三个学位都是文学类的。通过网上快速搜索来查明这
些专家的可靠性。如果信息难以找到，即表示他们所
声称的并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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