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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 Web 3.0 的「傳媒資訊素養」

香港是一個傳播科技發達的城市。專家說，

再過四至五年，它就會踏入 Web 3.0 時代。屆

時的傳媒環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面貌？我們的

新一代要接受甚麼培訓，才能在未來社會揮灑

自如地工作和生活？

認識Web 3.0

香港人剛剛迎接了 Web 2.0，正在享受社

交網站帶來的樂趣及方便，原來 Web 3.0 已經

悄悄的來到大家身邊。

Web 3.0 是互聯網科技更先進的應用。在

Web 1.0 時代，我們上網大多數只是瀏覽網

頁。Web 2.0 推出後，大家不再是被動的網頁

瀏 覽 者 ， 而 是 可 以 把 自 己 的 訊 息 上 載 到

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Wikipedia 和公

民 新 聞 網 站 的 「 傳 媒 創 作 / 消 費 人 」

（prosumer），在網上發放資訊與別人分享，

已是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Web 3.0將

更進一步，超級電腦的人工智能可以為我們分

析網上資訊，提供進階個人服務。故此，Web 

1.0 是「閱覽網」（read-only Web）；Web 2.0

是「可讀可寫網」（read-wr i te  Web）；而

Web 3.0 則是「可讀可寫可執行網」（read-

write-execute Web）。

Web 3.0 有幾個特色。首先是網絡運算和

數據國際化。未來全世界的電腦將連繫起來，

互通消息，構成龐大的全球數據庫。

第二，Web 3.0 的互聯網將是一個智能

網。那個時候，電腦明白你提出的要求，因為搜

尋器不僅能辨認關詞，還結合「語義」分析，

解讀你輸入指令的具體含義，繼而懂得精明地

回答問題，提供更準確及多元化的搜尋結果。

第三，未來的互聯網透過人工智能，可以

全面分析我們多年來在網絡上進行的活動，了

解我們的性情、喜好、購買能力和知識水平。

當我們到網上尋找資訊時，互聯網立刻就能提

供度身訂造的精準資料和有用的建議。舉個例

子，如果一個人經常上網查閱旅行消息，又上

網買機票訂酒店，在 Facebook 還大談旅遊經

驗，互聯網就知道他是一個熱愛旅遊的人，不

僅能為他提供合心意的旅遊資訊，並為廣告客

户主動送上適合他看的廣告。此外，將來我們

或許不用求職，僱主透過互聯網搜索，就像現

時聘用獵頭公司那樣去找尋適合的僱員，主動

送上聘書。

第四，Web 3.0 將是一個無綫上網的年

代，大家都會依賴手機或各類平板電腦作為主

要傳播溝通工具，上網變得更方便及普及，個

人與國際網絡將連成一體。

從以上的特色可看到，互聯網將進一步主

宰我們的工作及生活。互聯網整合我們在網上

留下的足跡，用人工智能客觀分析我們的品性

及行為，它將會比我們更了解自己。若我們在

Web 3.0 的時代要保持批判自主，不為媒體及

互聯網操控，懂得捍衛私隱之餘，還能善用互聯

網，那麽我們就必須要掌握新的技能及素養。

傳媒素養概念的伸展

一直以來，教育界人士均認為，在大眾傳

媒發達的年代，一個現代人若果只有傳統素養 

（即懂得讀書寫字）是不足夠的，他還需要具

備傳媒素養（media literacy），以懂得解讀傳

媒訊息，因為傳媒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過去

幾十年，香港及世界各地都推行傳媒教育，目

的就是指導學生認識、分析、善用及監察傳媒。

當科技繼續進步，素養的概念也隨之再發展。

九十年代出現一項重要的傳播革命，傳媒

科 技（ m e d i a  t e c h n o l o g y ）和 電 腦 科 技 

（computer technology）滙流，學者高爾殊 

（ K o e l s c h ）稱 之 為「 傳 媒 資 訊 革 命 」

（Infomedia Revolution）。這個革命隨著互聯

網的發展而延續，在現時的 Web 2.0 時代，傳

統媒體與互聯網的結合已經愈來愈緊密，到了

Web 3.0，預計傳媒與資訊科技的界線會很模

糊。學者提出，當傳播環境一再變遷，傳媒素

養的概念應該再伸延。邁向 Web 3.0 時代，傳

媒及資訊科技正全方位包圍我們的生活，我們

需要新的素養來協助我們應對新的環境。

最近幾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UNESCO）積極將傳媒素養的概念和資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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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概念融合，再加上ICT技能，組合成一個

新的概念—「傳媒資訊素養」（Med 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簡稱 MIL。在未來幾

年，聯合國將在全球推廣 MIL 運動。在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眼中，「傳媒資訊素養」不僅可用

以應對未來的科技環境，還可以協助各國順利

過渡到知識社會，建立公義、多元化及鼓吹公

平參與的民主國度。

進入知識社會

知識社會是指一個社會裏面大部分人口是

知識工作者，而資訊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即資

訊、傳媒訊息及知識的接收、製作和傳遞對一

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具關鍵作用。

故此，建立社會架構以方便知識生產是每個政

府的要務，而培育具備傳媒資訊素養的公民亦

成為教育當局的首要任務。試想想，如果一個社

會裏面大部分的人口都缺乏處理資訊的能力，

這個社會不可能在廿一世紀成為先進國家。

隨著互聯網科技的蓬勃發展，世界各地已

逐步從工業社會邁向知識社會。近年香港政府

也鼓勵拓展知識經濟，而香港的重要產業如金

融業、物流業及旅遊業等，資訊均在當中擔任

重要角色。香港在傳媒和資訊領域的建設是理

想的，「硬件」沒有問題，需要努力的方向是

培養人才，發展軟實力。

其實香港的傳媒教育工作者，早在九十年

代末就倡議培育年青人的傳媒資訊素養，而在

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二年，突破機構運用六百萬

的優質教育基金發展了「傳媒和資訊教育計

劃」（MILE）。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和天主

教 善 導 小 學

在 二 零 零 九

至 二 零 一 零

年也推行「我

是 未 來 領

袖」計劃，結

合 傳 媒 教 育

和資訊科技教育。香港的學者們也參與了聯合

國的 MIL 計劃，和專家小組合作撰寫了「傳媒

資訊素養教材」的教師版；又協助聯合國研發

「 傳 媒 資 訊 素 養 指 標 」（ M e d i a  a n 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dictors），這項計劃打

算未來幾年，展開全球的有關評估工作。

甚麼是「傳媒資訊素養」？

「傳媒資訊素養」是將傳媒素養及資訊素

養的內容整合，提出在廿一世紀，社會大眾 

（尤其是年輕人）應具備的一系列能力。這篇

文章將這個新概念分為三個部分。

（一）尋索傳媒訊息和資訊的能力：有效

及快捷地從不同的訊息源（傳媒、圖書館、博

物館、各類資料庫）尋找有用的傳媒訊息及資

訊，警覺它們對個人及社會具有很大影響力。

（二）認識、分析和整合傳媒訊息和資訊

的能力：了解媒體（例如《明報》）及資訊公司

（例如Google）的性質、功能及運作，了解不

同媒體 （例如報紙、電視、互聯網）對同一事

件會呈現不同的現實，具批判力地分析及評價

傳媒及資訊內容，懂得如何選取、組織及綜合

傳媒訊息及資訊。

（三）使用及創造傳媒訊息和資訊的能

力：有效及安全地利用各種傳播途徑（例如電

話、博客、社交網站）和其他人溝通及分享資

訊，合乎道德地使用媒體及資訊，用美學眼光

欣賞媒體及資訊，透過媒體學習及了解世界，

將個人從傳媒及資訊提供者得來的訊息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具創意地製作多媒體作品，並懂

得監察傳媒及資訊機構，促進改革。

廿一世紀本領

廿一世紀是傳媒科技和資訊科技融合的年

代，是互聯網的天下，也是人類社會由工業社

會轉型至知識社會的歷史時刻。處於這個科技

環境及社會結構急速變遷的香港社會，年青一

代必須培養好配合時代需求的素養和能力，才

能成為具備批判能力的公民和勝任的知識工作

者，而「傳媒資訊素養」將是新一代必備的廿

一世紀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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