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看起來好像虛擬不真實。可是你知道嗎？在網路另一端的螢幕後

面，可是真正的「人」在與你交談喔！透過網路的脈絡，我們可以使

用電腦，方便且快速的與網路上的朋友聊天或找資訊。可是，如果你

在網路上的發言不恰當，或是沒有禮貌，那可是會傷害到其他在螢幕

後面的網友。 

 

網路禮儀是網路世界的規範。為了要維持網路世界的秩序，所有的網

民就必須互相尊重，以禮相待，才能讓所有的網民都能悠遊於有秩序

又祥和的網路世界裡。透過這一本手冊，我們會告訴你：為甚麼要遵

守網路禮儀？網路上有哪些行為是不禮貌的？最後，提供六項網路禮

儀遵循守則，讓我們一起做個有禮貌的網路公民吧！ 

 

1.為什麼要遵守網路禮儀 
網路看不見也摸不著，當我躲在螢幕後面，沒有人看得到我，那我為

什麼要遵守網路的禮儀規範呢？三大原因告訴你： 

★ 互相尊重，將心比心 

在現實世界中，與人相處必須謹守禮儀、尊重他人。在網路世界與其

他人互動也一樣。如果別人用不禮貌的言詞辱罵你，或者沒有經過同

意就把你的著作傳給別人，是不是會讓你生氣或不開心呢？所以我們

在網路上也要互相尊重，以將心比心的態度與他人互動，才是有禮貌

的網民喔！ 

★ 保護隱私，維護資訊安全 

也許你希望將喜歡的內容公開在網站上，跟朋友們分享。但是要記

得，並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張貼在網站上喔！尤其是當這些內容牽

涉到別人的隱私時，絕對不可以隨便洩漏。保護資訊的安全，是你我

的共同責任。 

§ 前言 

推廣「網路禮儀」建立一個自由、有秩序、有禮

貌、互相尊重的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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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有禮貌的網路公民 

手冊內容 

§  前言 

1.  為什麼要遵守網路禮

儀 

2. 網路有哪些行為是不

禮貌的 

3.  網路禮儀遵循守則 



★ 營造健康又健全的網路世界 

網路世界資訊多元又豐富，大家一定都希望能在健康的環境下使用網路資

源，而健康又健全的網路世界，是要靠所有的人一起努力的。若人人能秉持

著「正確、簡潔、清楚、安全與隱私、友善與尊重」的網路禮儀五大精神來

使用網路，我們將會有安心又愉快的網路經驗。 

 

 

2.網路上有哪些行為是不禮貌的 

別以為你在網路上隱藏自己的身分，就沒有人知道你是誰。實際上，我們在

網路上的所有動作(例如：留言、發表文章等)，都會留下軌跡記錄(例如：IP

位址)。若有需要的時候，網路警察可以依據相關法令，要求網路服務提供

者，提供該帳號的連線資訊。因此，千萬不要心存僥倖，以為沒有人知道你

是誰就不遵守禮儀規範喔！下面列出使用網路最常發生的不禮貌行為，讓大

家警惕不要犯下這些錯誤。 

 

★ 散播不實謠言，言語惡意毀謗 

 

 

 

 

 

 

★ 洩漏個資，暴露他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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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聽說隔壁班的小安又胖又醜，沒有人想跟他坐在一起。我要

把這個消息公布在 Facebook 跟別人說，順便虧他幾句。 

說明：在網路上散播傷害他人謠言是不禮貌的，言語的諷刺、騷擾

更是不可取。同學們千萬不可以這樣傷害別人。 

    不可取。同學們千萬不可以這樣傷害別人。 

例如：小米在網路上罵我的朋友，實在太可惡了，我要把小米家裡

的電話跟地址全都公布在網站上讓大家知道。 

說明：雖然在網路上罵人的行為不對，但也不可以把別人的資料公 

    開在網站上喔！這樣的行為會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的。 

網路禮儀的五大精神: 

1. 正確 

2. 簡潔 

3. 清楚 

4. 安全與隱私 

5. 友善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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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發垃圾信，檔案大小不注意 

 

 

 

 

 

 

 

★ 未遵守網站規定 

 

 

 

 

 

 
 
 
★ 言詞表達不清，顏色讓人眼花撩亂 

    

 

 

 

 

 

 

 

 

3.網路禮儀遵循守則 

看過上述內容，我們瞭解為甚麼要遵守網路禮儀，以及哪些行為在網路上是

不受歡迎的。接下來我們將告訴您，網路禮儀要遵循的六大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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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老師說要寫一封 email 給他當成回家的功課。網路上的圖 

    片跟符號真好用，還有七彩的顏色好漂亮。我要把字都變 

    成彩色的，老師應該很喜歡。 

說明：寫 email 除了要清楚寫下標題並標註自己的姓名外，內容 

             的文字最好統一格式。五顏六色的字形只會讓人眼花撩亂 

            ，並不會因此而加分喔！ 

例如：雖然網站服務條約裡規定不可以張貼未經授權的影音，可是 

          這張專輯的音樂好好聽喔！反正網路上沒有人知道我的真實

姓名，分享一下應該沒關係吧！ 

說明：千萬不要以為網路上用匿名的稱呼就因此心存僥倖，未遵守 

    網站公約的規定，小則帳號被停權，大則可能觸犯法律喔！ 

例如：雖然這封 email 的來源好像怪怪的，可是裡面有好玩的遊戲 

    跟好看的電影耶！轉寄給小華好了。 

說明：收到來路不明的垃圾信件應該要立刻刪除，不要再把信件轉  

    給其他人，因為垃圾信件很有可能藏有電腦病毒，如果對方 

    接收，很有可能造成電腦中毒的。 

 網路謠言不散播 

他人隱私不揭露 

垃圾信件不轉寄 

遵守網站的規定 

言詞表達要清晰 

大家都能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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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表文章、留言或影音圖片等方式在網站 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很方

便，雖然網路有其隱匿性，但不代表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用漫罵、嘲

諷或污辱的字詞來抒發情緒。即使想法與別人不同也要有寬容的心 

，以尊重的態度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2) 用字正確且精簡，避免難懂火星文 

電腦的方便與快速，讓我們習慣以精簡的圖像或符號來取代文字，

使得越來越多網路特殊用語或俗稱「火星文」的文字經常被應用在

網路世界。文字精簡固然有其好處，但相對的，太過於精簡的字詞

反而會讓對方難以理解甚至誤會，所以應該要避免使用喔！ 

(3) 信件主題要明確，最後記得加簽名 

    信件的標題一定要盡量簡短說明並清楚表達。讓收信者一看就知道 

    此封信主要的來意。信件的結尾也記得要標註自己的姓名。這樣收 

    件者才知道此封信件是誰寫的。遵守寄信守則，可以節省收信者整 

    理歸納的時間，也可以清楚傳達寄信的目的，真是一舉兩得。 

(4) 遵守網站的規章，安心瀏覽更無礙 

     許多網站都有自己的規章，然而這些規章並不是要找使用者的「麻

煩」，主要是為了要維持該網站的秩序。遵守規定才能讓大家安心又

愉快的瀏覽網站，也才能保障大家使用的網路空間的權益。  

(5) 檔案容量要注意，垃圾信件不要寄 

     你是否曾經收到過容量過大的信件呢？收到這類信件時，等待接收

的時間不但漫長，也很有可能超過信箱容量負荷。所以，寄信件或

傳輸資料前，應該先檢視檔案容量的大小，以免造成別人的困擾。

另外，若收到垃圾信件時，也應該立刻刪除。因為這些垃圾信件很

有可能夾帶著病毒，若是不小心轉寄出去會造成對方的電腦也中毒

喔！ 

(6) 發言要先做功課，重複提問耗資源 

        在網站上提問問題之前，建議先搜尋網站上是否有跟自己一樣的問

題，而該問題是否已經有網友回答。若是，應該仔細閱讀並消化這

些回答的內容，再針對不懂的地方再次發言詢問，才不會讓網友一

直回答相同的問題，而浪費網路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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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與他人互動

時，應具有同理心，

且秉持著互相尊重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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