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禮儀 



單元簡介  

• 本單元旨在介紹網路世界的禮儀，讓大家
能更瞭解網路人際互動中應該遵守的規則
，以及如何在網路社會中作一個好公民。  



單元目標  

• 網路禮儀 

–能瞭解何謂「網路禮儀」。 

–能舉例說明網路禮儀中，正確的言論禮儀與使
用者禮儀。 

–能瞭解網路禮儀衍生的議題及如何應對。 

–能瞭解網路禮儀的五大精神，並指出符合網路
禮儀的例子。 



網路禮儀  
我們在網路世界中，
可以和朋友聊天、發
表自己的意見 



網路禮儀 

但是，網路世界真的就可以肆無
忌憚的發言嗎？使用網路即時通
訊軟體、部落格、聊天室、bbs

有沒有相關的禮儀規範呢？  



何謂網路禮儀  

• 網路禮儀的內容就像日常生活禮節一樣繁
多，但其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尊重」。 

–現實生活，懂得尊重，行事為人便不易失禮。 

–網路上也一樣，無論發言、使用、應對互動，
只要秉持尊重的態度，可讓使用者個人與互動
的對方都相當愉快。  



網路言論禮儀  



網路使用者禮儀  



正確  

• 正確的網路禮儀，應使用合宜文字、注意
文法。  



範例一 

第一個例子此封email需要請假卻把請假的日期寫錯、課程
名稱還出現錯誤，是封不正確的email。 



範例二 
第二個例子，註明了正確的上課時間、課程名稱，為較
佳的請假信。 



簡潔 

• 簡潔的網路禮儀，應簡要呈現訊息、適度
使用縮寫加速溝通效率。  

• 如果你收到兩封同學的求助信，你會喜歡
看到哪一封呢？  



範例一 

不夠具體 



範例二 

清楚明瞭 



清楚 

• 清楚的網路禮儀，應於郵件中簡述主題、
署名，讓人易於辨識。  

• 以下兩封信，你會喜歡看到哪一封呢？  



範例一 

內容都沒有稍加說明，容易讓人摸不著頭緒。 



範例二 

主旨、內容都簡潔明瞭易懂 



安全與隱私 

• 安全隱私的網路禮儀，應具觀眾意識並小
心保守個人秘密。  

• 你如果是這位被詢問的人，你希望你的電
話直接被公佈嗎？  



範例一 

恐怕 eric會有接不完的電話…. 



範例二 

給當事人決定是否要提供電話會比較恰當 



友善與尊重 

• 友善尊重的網路禮儀，應適度使用表情符
號表明態度語氣、避免誤會。  

• 以下這兩個發言哪一個比較符合網路禮儀
呢？  



範例一 



範例二 

友善與具體的語句較能被他人接受 



案例討論  

• 這篇言論是否符合網路禮儀？  

提示： 
•本篇文章當中的文字及文法是否正確？ 
•本篇文章的重點能否用更簡潔的文字來
替代？ 
•本篇文章所要傳達的主旨夠清楚嗎 
•未經同意，可以直接公布他人的隱私嗎？ 
•整篇文章是否能給讀者感受到友善及尊
重呢？  



案例討論  

• 這篇言論是否符合網路禮儀？  



案例討論  

• 上網批校長 學生觸法網  

–某私立大學校長遭人惡作劇，發出他「蒙主寵
召」的假訃聞，警方追查時出現案外案，發現
該校學生曾上網留言「校長行政獨裁」等批評
文字；校長認為留言嚴重影響他的名譽及校譽
，提出誹謗、妨害名譽告訴，此學生昨天被警
方函送法辦。  



案例討論 

• 批同學沒品 挨告 

–某大學A研究生在網路批評同班同學B「你媽沒
把你教好」、「那來這麼沒品的人」、「白吃
去係係」；B同學憤而提告，警方將A依妨害名
譽罪嫌函辦；A表示，他看不慣對方的行為，
才會罵人。 

提示： 
•網路ID或暱稱是否能完全代表真實生活的人物？ 

•若以暱稱或ID在網路發表言論，是否必須負責？ 



結語  

• 網路禮儀要義在於
「尊重」，有五大
精神 

–正確 

–簡潔   

–清楚 

–安全與隱私 

–友善與尊重 

 

• 網路禮儀相關議題 

–網路論戰 

–垃圾郵件 

–網路e語言 



延伸閱讀  

 

• 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  

      網路禮儀篇:      
http://www.eteacher.edu.tw/1_literacy.asp 

       

 

http://www.eteacher.edu.tw/1_literacy.asp


教學資源  

 

• 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教材資源  

      網路素養篇:      
http://www.eteacher.edu.tw/default.asp?loc=material 

       

 

http://www.eteacher.edu.tw/default.asp?loc=material


• 資料來源 

–教育部大學通識課程「資訊素養與倫理」 

–教育部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 

 

• 編著者 

–周    倩 教授 

    教育部中小學網路素養計畫主持人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張志銘 老師 

    教育部中小學網路素養計畫共同主持人 

    桃園縣祥安國小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