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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是王修佑，國立政大附中高二的學生，國小開始從自造領域一路走進資訊領

域學習，除了程式設計也非常喜歡 3D工程繪圖與機電整合。 

這次研究的過程從接觸 AI、自己訓練一個模型、到實際應用並整合 GUI介面，

完成一個自己很有興趣的主題，真的非常有成就感；雖然過程中不論是爬蟲還是訓

練都非常費時，總是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也經常遇到許多硬體上的限制，都考驗

著我的毅力與智慧，但真的非常享受從中不斷挑戰自的樂趣。 

最後，在這次研究中要特別感謝鮑興國教授、彭選庭學長、李子儀學姊以及學

校的老師們一路以來的細心指導、幫助以及鼓勵，使我即便遇到困難總是能迎刃而

解，更讓我堅定自己所追逐的目標。也很開心有機會參與今年的台灣國際科展，也

許結果不盡理想，但相信累積這次的經驗能讓我在未來的路上飛得更高更遠，有一

天能用我的能力達到這次研究的精神「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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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民眾獲取新聞的途徑逐漸轉移到網路媒體，然而在網路資訊快速傳播以

及媒體為追求報導曝光度以增加金錢利益的情形下，片面、誘導等形式的新聞標

題與短句訊息在新聞媒體傳播中日益嚴重；本次研究透過 Fake News Challenge

提供的 Stance Detection dataset，運用深度學習與遷移學習方法訓練可預測兩文本

之間相關程度的自然語言處理模型，在過程中改善調參及訓練方式，並將其實際

運用在預測美國新聞媒體於 Facebook 網路社群平台發文推播新聞的同時所附的

短句與新聞報導文本內容之間的相關關係程度，分析社群平台中新聞可能造成的

誤導式文句是否實際造成片面報導，而影響了受眾對於媒體的使用程度與信任程

度。使此模型有助即時預警社群平台上的報導資訊型態品質，輔助使用者獲取新

聞時所應具備的媒體識讀能力，進而改善片面報導於網路的流竄，同時提升未來

媒體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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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for modern people to obtain news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online media 

nowaday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onlin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 

media’s pursuit of high exposure rate to increase financial benefits, journalists or news 

authors may prefer news headlines and short sentences that may create dramatic 

emotions to enhance excitement among news readers when they read news media. 

Dissemination of news with misinform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an 

before. In this study, through the Stance Detection dataset provided by Fake News 

Challenge, we utilize deep learning and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s to train a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odel that can predi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texts such as 

between the news title and news content. We carefully tune the model parameters so 

that the model can achieve its peak performance. Afterwards, we use it to predict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hort sentence attached to the news report text content 

and the text content of the news report when the US news media publishes the news on 

the Facebook network social platform,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misleading caused by 

the news providers on the social platform. Whether or not the manipulated sentences 

actually caused one-sided or partial view reports, which affected the audience's degree 

of trust to the media. This model is helpful for real-time warning of the quality of the 

report information on the social platform, and can assist users with the media literacy 

skills that users should have when obtaining news, thereby improv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s providers and news readers for better news reading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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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紙本刊物、報紙逐漸沒落，轉而接手新聞傳播這個重責大任的就是我

們現在唾手可得的網路新聞。在台灣公共電視 P#新聞實驗室 Youtube 頻道的《記

者真心話》系列中，媒體人方君竹曾說「當今天如果沒有社群媒體 LINE、Twitter、

Instagram、Facebook，我們眼前的世界可說是一片黑暗，這時新聞媒體就是我們

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眼與耳，控制我們獲取的資訊」；在民主自由的國家社會中，

媒體有言論的權力與自由，但如果這些媒體為追求點擊率、營利收入而用了過於

浮誇的標題、文句，造成片面報導，讀者們又該如何看到每一個事件的全貌與真

相呢？誇大、帶有主觀情緒字詞的新聞標題確實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報到的吸

引力與曝光點擊率，但我認為這樣的報導與傳播方式可說是有些不負責任的，當

受眾被標題吸引而閱讀了新聞全文，然而得到的資訊卻與預期有所差異，反而造

成閱聽人負面不滿的情緒，有時則是服務了特定立場族群的人，又或是不實訊息

的傳播，長時間下來經常是為媒體生態帶來外界各種的負面評論與不信任；在現

代社群媒體快速傳播的過程，這類假新聞、誤導訊息的影響日益增加；我們發現

媒體在社群平台推播新聞的同時往往會附註摘要、關鍵句、hashtag 等簡要文句，

這些字句是我們使用者第一時間最直覺獲取到的資訊，若這些字句與新聞事件實

際的內容有所不符，可能造成誤導性、不實的報導，若能輔助使用者即時辨識社

群媒體上的短句與實際內文之相符品質，可有助提升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杜絕

片面資訊的傳播。 

 

（二）目的 

從社群平台上新聞報導傳播型態觀察，「選擇性曝光」的文句經常就是造成

誤導以及受眾對於媒體信任度與觀感的主因之一；本次實驗希望透過 Fake News 

Challenge 上所提供的資料集，透過深度學習與遷移學習的方式訓練可預測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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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對視角相關關係程度的英文自然語言處理模型，並且將其實際應用於我們從

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的研究刊物 Digital News Report數據中選定的五家美

國新聞媒體，預測這些媒體於 Facebook 社群平台推播新聞時隨附的發文簡短文

句與實際完整新聞文本相關程度，分析預測結果與媒體被使用程度、被信任程度

之間的相互關係，找出其中可能的影響因素，並嘗試提升社群媒體新聞閱聽人對

於誤導性型態報導的認知與警覺，有助提升社會整體媒體識讀與生態品質。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設備及器材 

1. 硬體設備 

（1）個人筆電 CPU AMD Ryzen 5, RAM 16.00GB 

（2）GPU NVIDIA GeForce GTX 1650 

 

2. 軟體與環境 

（1）Python 3.8 

（2）Anaconda3, JupyterLab 

（3）Google Colab, TWCC 

（4）Microsoft Office: Excel, Word 

 

（二）文獻探討 

1. 自然語言處理簡介 

    自然語言處理（NLP,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是理解與處理當今世界大

量非結構化資料的一種重要工具概稱，目標就是讓機器理解我們人類用口頭說出

或是文字寫出來的語言；在做法上因為硬體技術的提升，近年開始被更廣泛運用

於深度學習方法以及許多頗具挑戰性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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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語言處理的傳統做法 

    傳統作法中必須對文字進行一些預處理，減少一些詞彙量，預先排除掉一些

不必要的干擾，例如標點符號等；在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的階段必須將

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值表達方式，再將訓練資料放入演算法中進行學習，在面對全

新陌生資料後可給出預測效能評估。 

 

 

圖一：傳統 NLP的一般做法 

 

3. 自然語言處理的深度學習做法 

    深度學習模型可以直接從原始資料學習到豐富的特徵，這使傳統工作流程

變得更有效率，因為深度模型可以同時進行特徵與任務的學習。深度模型也因

為內含大量的參數，而可以涵蓋比人類設計更多的特徵。但同時模型的可解釋

性也相對較差。 

 

4. 假消息檢測 

 預處理 特徵工程  學習 
模型 

測試組資料 
的預測結果 

外部資源 

尚未結構化的
文字資料 

結構化 
訓練資料 

預處理過 
的文字 

專案領域專家 

測試組資料的結構
化數值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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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Jing Ma, Wei Gao等人 2015年發表的論文”Detect Rumors Using Time 

Series of Social Context Information on Microblogging Websites”中提出偵測部落格

謠言的方法，他們使用動態系列時間結構(DSTS, Dynamic-Series Time Structure)

根據從部落格文章導出的時間相關前後文特徵，產生特徵向量組以及斜率函數

之時間變化，有助於辨識出謠言；在文本行為模式方面，非謠言的部落格文

章，問號數量經常會隨著時間下降。 

 

5. NLP與文字媒體相關應用 

    Twitter 近年來經常是政治人物表達自己的立場與主張的社群平台，從這些

政治性發文當中我們可以辨識出該政治人物的政治框架(political framing)，但對

自然語言處理工作來說是一項相當艱難的任務；在 Kristen John, Di Jin 等人於

2017年發表的論文”Leveraging Behavioral and Social Information for Weakly 

Supervised Collective Classific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on Twitter”中使用

184,914則美國國會議員的推文(tweets)作為資料集基礎，運用政治框架編碼簿

(codebook)提取推文進行標註，建立可用於英文文本框架(frames)分析的弱監督

模型 global PSL models，最終成功提升模型”unsupervised F1 score by 21.52 

points”，更運用推文分析結果觀察資料集中 40名國會議員政黨與個人政治立場

框架行為之間的關係。 

 

（三）建立基礎資料集 

    本次研究以 Fake News Challenge (FNC)提供的 Stance Detection dataset for 

FNC-1作為 NLP模型訓練的基礎，此資料集使用 2578則新聞，資料集目標為進

行新聞立場檢測，預測標題與文本之間相對視角的相關性質（或立場）。 

 

    訓練集中有49972筆已標註立場(stance)的標題(Headline)、1683則內文對應，

標籤內容及數據分布如下表（表一、表二）所示；另有 25413筆未標註立場(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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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題(Headline)、904則對應內文作為測試集；資料集提供兩檔案分別為 article 

Body（內文）：資料欄位為[Body ID, articleBody]及 Headline（標題）：資料欄位為

[Headline, Body ID, Stance]，訓練集原始資料如下圖二、三所示。 

 

表一：立場(stance)標註類別與內容 

簡易分類 立場(STANCE)標註類別 詳細內容 

Unrelated Unrelated 
The body text discusses a different topic 

than the headline. 

Related 
Discusses 

The body text discuss the same topic as 
the headline, but does not take a position. 

Agrees The body text agrees with the headline. 
Disagrees The body text disagrees with the headline. 

 

表二：訓練資料集各標籤數據分布 

標籤 unrelated discuss agree disagree TOTAL 

筆數 36,545 8,909 3,678 840 49,972 

分布(%) 73.131 17.828 7.36012 1.680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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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內文文本原始資料示意 

 

 

圖三：標題與相關性立場(stance)標註之原始資料示意 

 

（四）應用發展資料集 

根據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t Oxford University)的研究刊物 Digital News Report，該刊物針對美國 2021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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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使用型態進行調查統計，統計中提拱美國人最常用線上媒體、獲取新聞方式與

逐年變化、媒體信任度相關資訊等；CNN.com, New York Times, Fox News 在統計

中皆為美國人較常使用的線上新聞媒體，但 Fox News 被信任度卻與其他兩者相

較低很多，不信任程度更是所有統計數據中最高的新聞媒體；BBC News 與

BuzzFeed News 被使用頻率皆為 11%，被信任度卻相去甚遠，分別為 47%與最低

的 30%，因此我們選定其中幾間英文新聞媒體作為研究分析對象。 

 

 

圖四：2021 年美國網路新聞媒體使用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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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1 年美國新聞媒體被信任程度統計 

 

 
圖六：2021年美國社群媒體與新聞使用情形統計 

 

    完成 FNC-1資料集訓練之模型後，我們運用 python、selenium、chromedriver

網路爬蟲的方式取得上述美國主流與非主流、信任度分別不同的數家新聞媒體：



1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BuzzFeed News 等媒體於 Facebook

平台發布新聞時附註的發文內容及該則新聞文本內容，建立資料集。可運用此資

料集當中平台發布新聞時附註的發文內容與該則新聞文本內容進行相關性之比

對，延伸發展應用、分析與方法於後方段落中陳述。 

 

 
圖七：新聞媒體於 Facebook 平台發布新聞時附註的發文內容示意 

（紅色方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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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新聞報導內文文本示意（藍色方框處） 

 

 

（五）研究方法 

1. 訓練模型 

    本次研究使用 FNC-1 Stance Detection dataset 作為模型訓練基礎，模型成效

具有可預測標題與新聞內文相對相關關係；主要嘗試使用預訓練的 Transformer

進行遷移學習，Transformer 的自注意力機制、預處理的部分使用 AutoTokenizer

進行斷詞，皆可實現深度學習、遷移學習大幅省去資料預處理等步驟之時間上的

效益。Transformer 學習訓練建立在 Hugging Face Transformers library 之上，採用

三種目前 Transformers 提供較完整的架構進行模型訓練，分別為 BERT、XLNet

和 RoBERTa，再透過 epoch、batch size、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learning rate

等進行調參；運用 Trainer API 在 Pytorch 上進行 Fine-tuning，對於參數等訓練元

素可以有更廣泛的使用，且同樣都建立於 Transformers library上。同時可以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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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Fake News Challenge Stage 1其他開發者曾經建立過具相當成效之模型做對比，

例如 featMLP方法所建構之模型就可做一個具可信度且客觀的成效比較對象。 

 

    多次嘗試後我們採用 Simple Transformer 進行最終的模型訓練，Simple 

Transformers建立於 HuggingFace的 Transformers Library 之上，可用簡單的幾行

程式碼完成模型訓練與評估模型的指令可以有效加快我們的研究效率，其中我們

也加入W&B及 scikit learn 來獲取參數分析圖表，更直觀的調整參數及評估模型

效能。 

 

    模型調參過程透過 Weights & Biases (wandb)的圖表與數值分析進行參數調

整，包含 mcc、learning rate、train loss、eval loss 等，其中善用 wandb sweep 建立

Hyperparameter Tuning圖表（圖九）整合各項參數，可以更清楚計算、觀察不同

參數對模型效能正負向的影響，提升我們模型訓練時的效率，達到更佳的期望效

能。 

 
圖九：訓練模型的 W&B Hyperparameter 圖表 

 

2. 效能評估 

    我們以上述之方法試圖找出訓練此標題與內文相關關係預測模型的最佳途

徑與參數，並將調整參數的方式、過程與成效詳細記錄於實驗日誌當中，有助於

在每一次調參時更有效率的提升模型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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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實驗建立基礎模型所採用的FNC-1 Stance Detection dataset中提供 25413

筆未標註文本進行模型效能測試，模型效能測試與評估主要依據評估結果指標包

含 mcc、accuracy、Confusion Matrix、F1 macro、ROC curve 等，在進行每次完成

模型訓練時可綜合且客觀的進行效能評估與比較；其中本次研究之模型訓練為多

分類模型(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我們在研究中發現 accuracy 數值經常會造成

我們誤判模型效能，因此特別採用 F1 macro 更全面的看到模型整體及各標籤的

評估效能。我們比較訓練 BERT、XLNet、RoBERTa 三種模型後的效能評估，操

作變因皆為模型種類，並採實驗後最佳且穩定的 batch size 及 train epochs 等作為

控制變因，應變變因為各項效能評估指標，模型詳細效能評估結果如下方圖表所

示。 

 

表三：各模型 F1 macro指標數據結果 

遷移學習模型 指標 數值 

BERT 

F1 macro 

53.524% 

XLNet 75.266% 

RoBERTa 78.536% 

 

 
圖十：BERT模型最佳效能評估分析（Precision Recall & RO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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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BERT模型最佳效能評估分析（Confusion Matrix） 

 

 
圖十二：XLNet 模型最佳效能評估分析（Precision Recall & ROC curve） 

 

 

 
圖十三：XLNet 模型最佳效能評估分析（Confusion Matrix） 

 

 
圖十四：RoBERTa 模型最佳效能評估分析（Precision Recall & RO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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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RoBERTa 模型最佳效能評估分析（Confusion Matrix） 

 

3. 實際發展與應用 

    使用前段「應用發展資料集」所述之方法蒐集資料集，將選定幾間美國地區

英文新聞媒體：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New York Times、BuzzFeed News 等，

這些媒體於 Facebook 平台發布新聞時附註的發文內容及該則新聞文本內容放入

先前透過 FNC-1 資料集訓練且完成較佳效能評估的參數模型—RoBERTa 模型，

從模型對該應用發展資料集所呈現的預測結果來分析、解釋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

研究所 Digital News Report 對於美國 2021年網路(online)新聞媒體受眾調查數據

呈現樣貌，探討新聞於社群媒體上簡易的發文內容與新聞文本相關差異關係是否

對於受眾使用情形及對媒體信任程度是否有相關之影響。下方分別為 807筆來自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文本資料集以及 466筆來自 BuzzFeed News 的文本資料

集之預測結果；資料集含兩欄位：分別為 Facebook 發文文本及新聞內文，皆已

排除空白值、亂碼等不符模型預測特徵或應用價值之資料。 

 

 

圖十六：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文本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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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BuzzFeed News文本預測結果 

 

    我們也將訓練完的 RoBERTa 模型預測功能整合 GUI 圖形化介面，方便更多

使用者了解、體驗此自然語言模型成效之效益。研究中將模型儲存為 pickle 檔匯

入 GUI 程式模組中，運用 Tkinter 進行整體介面設計與開發，可讓使用者自行輸

入兩個句子後，透過模型輸出預測相關性之結果。 

 

 

圖十八：Tkinter GUI 介面結合 NLP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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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在模型訓練時採用深度學習的方式，展現深度學習與遷移學習省去

資料預處理所耗費之時間，在大量資料樣本數訓練需求下效益顯著；以深度學習

框架的方式更有效率的進行模型訓練，更可將實驗研究著重於實際應用發展，進

一步對美國 2021 年新聞媒體被信任程度、被使用程度與新聞之社群與內文相關

品質之間的關係做更完整的分析與探討。 

 

    模型建立與訓練的過程中，不論使用自己的 GeForce GTX GPU 還是 Google 

Colab的Tesla K80 GPU經常還是會遇到記憶體容量不足的問題(Out of Memory)，

不得不降低 batch size 而嚴重影響了模型最終的效能評估結果，後來我們採用透

過 Trainer API底下的 TrainingArguments調整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的方式，

我們發現當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 4, batch size = 2 時可用較少的 GPU 

memory 達到與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 1（預設）, batch size = 8（預設）非

常接近的效果，也就是降低 batch size 時只要一併調整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數值，維持 batch size與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之相乘積數值，確實可做到與

降低 batch size 前相仿的模型評估效能，同時可節省 GPU記憶體使用量，實驗記

錄如表四所示。 

 

表四：降低 batch size 維持 accuracy 品質方法實驗記錄 

batch size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batch size * gradient 

accumulation steps 
accuracy 

8 1 8 0.867 

4 2 8 0.879 

2 4 8 0.875 

1 8 8 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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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遷移學習與深度學習方式訓練模型，當有大量樣本訓練需求時通常都需

要使用十分大量的時間，為避免在耗費長時間訓練完模型後卻得到非常不理想的

效能評估結果，我們運用自行設計的函數及前段所提的 TrainingArguments 設定，

當 Tainer 在進行訓練時可以根據我們指定的 step，每經過一定 step 就會輸出一次

當前的 Training Loss、Validation Loss 及 accuracy 數值，在發現這些數值不理想，

例如 Loss 值沒有隨訓練的進行降低可能造成過擬合(overfitting)、accuracy 過低

時，我們可以即時停止訓練程式的進行，對於提升與改善模型效能過程的編程工

作效率十分顯著。 

 

    我們發現媒體在美國的公眾使用和信任程度數據與我們假設的因素「社群平

台發文短語和新聞文本差異」之間存在輕微影響。我們認為，民眾對於媒體本身

過去的社會和政治印象，以及媒體在社交平台上發布的新聞類型，也是其他可能

的影響因素，未來可對於 Facebook 上閱覽者的表情符號情緒回饋進行統計分析

有望進一步了解更多影響層面。 

 

四、結論與應用 

    選用 FNC-1 作為我們訓練模型的基礎資料集，從 FNC 競賽全名 Fake News 

Challenge我們更能理解所謂的「假新聞」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有更廣泛的面向，包

括誇大、誤導、誘導式標題、不實資訊等其實都是假新聞防範的範疇。透過 FNC-

1 中多位記者進行標註的標題與內文相關性資料集，研究中運用 Transformer 架

構和 Pytorch 程式庫深度學習方法建立可預測兩文本之間相關關係的自然語言處

理模型。 

 

    我們從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 Digital News Report 針對美國 2021 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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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聞媒體受眾使用相關報告統計中發現，許多被使用程度相當的新聞媒體在被

信任程度上卻有不少落差，因此我們選定數家新聞媒體，包含 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New York Times 及 BuzzFeed News等，透過本次實驗中使用 FNC-1

資料集訓練的深度學習模型，取得對於新聞媒體在 Facebook 社群平台上發布新

聞時隨附的發文內容與新聞文本相關關係性的預測結果，將其與 Digital News 

Report 美國 2021 年線上新聞媒體使用相關報告統計數據結果進行比對與分析，

觀察社群平台發布新聞時隨附的發文內容與新聞文本相關關係性是否影響受眾

對與新聞媒體信任程度的差異；未來更可進一步訓練針對中文文本的模型，來探

究台灣公共電視是否真的如我們期望的提供了客觀的優質新聞報導與傳播方式。 

 

從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 Digital News Report 近年的數據調查中觀察

發現，不論是台灣還是美國的受眾近年來獲取新聞的管道明顯轉向線上社群媒體，

包含 LINE、Facebook 等，在社群媒體發布推播新聞對於新聞媒體來說無疑是現

代短時間內得到高點擊率最佳的方法，但新聞媒體經常為了增加新聞報導的吸引

力，在社群媒體有限的文字版面及提升受眾裝置畫面停留時長影響下會對標題、

發文、短文摘要、hashtag等寫下過於誇大、誤導、吸引特定立場族群，甚至是不

實的文字資訊，造成種種媒體亂象，長期下來造成受眾對於新聞媒體的不信任，

使媒體失去應有的社會監督角色；社群媒體系統上若能對於這些大量的即時新聞

做出即時的品質預測，可輔助使用者了解是否可能被當下所看到的文字所誤導，

做到 ACCESS、ANALYZE與 EVALUATE 的媒體識讀工作，避免獲取片面資訊，

更可以使新聞媒體在被社群平台提出自動預測告警時，主動對新聞品質、報導者

的監督做好改善與管控，提升新聞媒體文化與價值，有助提升整體社會發展，共

同營造互利共榮的媒體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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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190026 

此作品探討很重要的社會議題：在社群媒體上的新聞短文字

（標題、標籤、摘要）與實際內容不符。並用機器學習模型判斷

之間的差異。此作品可惜的是並沒有直接切題，因為「片面新聞

訊息」本身與標題怎麼寫是分開的兩件事。標題本身可以誤導人

以外，文章本身也可以片面。而此研究使用的訓練資料集主要也

是針對標題與內容切合度，而非對於新聞標題對於事件的立場是

否片面。從作品名稱看不出是一個針對新聞標題多真實反映新聞

內容的一個研究。此作品實驗結果和分析較於缺乏。整個作品有

些虎頭蛇尾。雖然動機良好，但深度稍嫌不足。期待未來參賽者

為此重要研究課題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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