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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部人人可自由編輯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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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索引

 

本手冊可作為剛接觸維基的新手貢獻者學習使用，或有志於推動維基媒體
運動的維基人作為製作教材之參考架構。如果您是學生或一般民眾，可以在看
完第一章後，再隨興從二到四章中挑選自己好奇、想要深入了解的議題。若您是
老師或教學者，建議先直接參考第四章，先評估將維基百科融入教學的可能性，
再回過頭來，挑選一到三章中適合與課程結合的切入點。

如果對於本手冊有任何建議，請參閱封底著作權聲明頁與我們聯繫。希望
這本手冊，能幫助你輕鬆了解維基這個世界！

 I.如何編輯維基百科：基礎寫作指南......P.5

  II.如何上傳共享資源：分享影音內容......P.23

 III.如何分辨條目品質：追蹤編輯歷史......P.35
  

  IV.如何應用維基百科：教師須知............P.43

本手冊內容來自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製作的四本英文教學指南：第一章譯
自《EDITING WIKIPEDIA》，介紹維基社群如何合作進行百科文字編寫；第二章
則來自《ILLUSTRATING WIKIPEDIA》，說明上傳圖表或照片的方式；第三章源自

《EVALUATING WIKIPEDIA》，簡介如何分辨維基百科條目品質的技巧；第四章
的翻譯自《INSTRUCTOR BASICS》，目的要協助教育工作者將維基百科的編輯，
融入課程之中，在學期前中後引導學生學習編寫維基百科的技能，並養成在各
領域貢獻開放知識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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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看看，世界上每一個人，
都能自由存取全人類知識的總資料庫。
                                   －那就是我們的使命

以上所描述的，便是維基百科以及其他維基媒體計畫的願景。自2001年
起，全世界各地志工便為了這個願景開始合作。集結全人類知識的總資料庫，需
要來自各方人士的知識－－當然也需要你的！

這本手冊將會帶你走過一次編寫維
基百科的完整過程，讓你能夠開放
自由地分享你具有的知識。你會發
現下面這些問題的答案：

wikipedia globe vector [no layers] 

你將會了解 捷徑

本手冊中，特定頁面的捷徑會以
| 捷徑 WP:STATS 的方式標示。

想知道關於維基百科條目的最新統
計內容？只要在搜尋框（如下圖）中
輸入WP:STATS，就可以找到。

在維基百科上，WP:STATS這串文字
稱做捷徑。你可以在搜尋框輸入類似
上述文字的捷徑，以進入特定主題的
頁面。 

•維基百科是什麼？
•維基百科是怎麼運作的呢？
•如何正確使用與瀏覽維基百科？
•我應該如何在維基百科上貢獻一己 
    之力呢？
•為什麼我應該參與編寫呢？
•有哪些規則，讓維基百科成為可靠的     
    參考資料呢？
•如何使用視覺化編輯器(Visual 
    Editor)以及維基語法進行編輯？
•一步步編輯維基百科的過程是什麼
    呢？
•跟其他編輯志工互動時，要注意哪些
    網路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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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是一部任何人可編輯、自由開放的百科全書。它是人類史上最大
的共同協作計畫。累積了數百種語言、上百萬頁的文章條目，世界上現在有億萬名固
定閱讀維基百科的使用者。

在維基百科上，雖然目前已經存在豐富的資料了，但是很多重要主題的內容仍
十分簡陋、甚至有些主題完全沒有相關條目。維基百科必須靠像你一樣的志工參與
貢獻，讓最新資訊得以即時更新、擴充仍簡短的「小作品」條目，或是在你熟悉的語
言的維基百科之中創建跟某個主題相關的新條目頁。你在維基百科上所作的貢獻
將會啟發成百、上千、甚至是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們。

當你在維基百科上進行編輯時，你便加入了一個有著幾千位的「維基百科人
(Wikipedians)」所組成的社群。這些人將自己所擁有的知識開放、貢獻到維基百科
裡頭。維基百科人的所作所為，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然而要真正的完成「全人類知
識的總資料庫」的收集任務，日子還要很久。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也很需要你的協助
參與！

維基百科是什麼？

你所編寫在維基百科上的內容，將會
是開放內容、同時也將成為共享資
源。它可能會被人在開放授權的情況
下，進行編修或混用。

我們想要世界更加的開放、更多
人得到教育、同時更加自由。我們
想讓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查詢自
己想了解的知識。

今天，我延續爺爺花費畢生心
血的作品。這是一部記錄關於
地方史和文化遺產的作品。我
和爺爺不同之處在於，我現在
擁有爺爺所沒有的好工具－－
維基百科。

如果你寫的內容正確且文筆流
暢，那麼每天都會有為數眾多
的民眾將拜讀到這份作品。（反
之，這份作品很快就會消失無
蹤。）

我為何編輯維基百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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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維基百科頁面
一開始，先來熟悉一下維基百科的介面與導
覽功能，能夠幫助我們更快上手。在此以中
文維基百科為範例，和其他語言的維基百科
有類似的介面。

特色內容 / Featured content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維基百科之中最精采
充實的作品：不論是文章、照片、或其他
內容，這些作品都是被維基社群所公認
內容通過最高標準之流。

使用說明(幫助) / Help 

跟其他的條目一樣，使用說明也是由維基
百科的志工所編寫。

維基社群入口 / 
Community portal
從討論編寫一篇新主題條目到討論編輯
方針指引的修訂，社群入口讓你能夠一
探維基百科正在發生的大小事。

工具箱 / Tools
這邊有許多顯示一頁面編輯歷史以及其
他統計資訊的工具頁。

討論 / Talk
每一個頁面都有相對應的討論頁，編
輯志工可以在那邊提供評論、建議、討
論頁面的變動、或者向其他志工們尋
求協助。

其他語言 / Languages
從此可連結至此頁面其他語言的版本，現
計有超過280種以上，不同語言版本的維
基百科。華文目前有中文（簡繁共用）、粵
語、閩南語、贛語、吳語、文言文、客家話、
閩東語8種。另外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如
泰雅語、薩奇萊雅語、阿美語的版本也正
在維基孵育場發展中。

語言設定 / Language settings
你可以在這邊更改功能表的顯示語言，同
時也可設定輸入法的鍵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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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帳戶 / Create account
如果你還沒申請帳戶，可以快來建立
一個。有了帳戶之後，你便可以追蹤
自己的編修記錄、創建自己的用戶
頁、同時也能在其他維基百科志工寫
給你訊息或是根據你曾經編寫的內
容繼續撰寫時獲得通知。

搜尋 / Search
輸入條目主題或是關鍵字以尋找跟
你想找的題目相關的條目頁或其他
頁面。你也可以輸入以下捷徑，你也
可以在此輸入捷徑，以連接到本手冊
中多次提到的各種特殊頁面。
| 捷徑    WP:HELP

編輯 / Edit
很多讀者從來沒注意到這個編輯鈕，然而
這可是維基百科頁面之中最重要的功能。 
點擊頁面右上的編輯鈕來編輯整頁，或者
也可以點擊任何一個頁面內部的編輯連
結以編輯頁面中的特定段落。

檢視歷史 / View history
一個維基百科條目的編輯歷史，包含
這個頁面從被創建起的每一筆編輯
記錄。你可以查看是誰在何時變動了
哪些內容，也可以比較任意兩個歷史
版本的差異。

目錄 / Contents
某些內容較多的維基百科條目，有經
驗的寫作者會採取階層式寫作，將不
同段落用不同的層級關係表示出來，
可以讓系統自動抓取標題，建立目
錄，讓使用者可以更快速地前進到特
定段落。

字詞轉換 / 
Language Converter
中文維基百科的貢獻志工來自全球各地，
讀者也有使用中文的各種變體。來自新馬、
港澳、台灣或中國大陸的讀者可以經由這
個按鈕將字詞設定成自己習慣的語體呈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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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人(Wikipedian)都在做什麼
維基百科的運作非常複雜，志工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貢獻自己所知。
下列例子具體展現了維基百科的成形過程。

我 授 予 管 理 員 與 行
政員權限、批准機器
人、協助社群做出投
票共識。

我 熱 情 歡 迎 剛 參 與
維基百科的新成員，
我 盡 力 回 答 他 們 在
社群中的各種提問。

我 專 門 巡 視 新 條 目
與 近 期 變 動 過 的 頁
面。

我 協 助 社 群 開 發 維
基 百 科 運 作 所 需 的
開放源碼軟體。

我 協 助 維 護 與 清 理
維基百科，是社群中
的資深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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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閱讀之後，為維
基百科增添好內容和
參考文獻。

我每天除了查閱維基百
科，我和同學組成校內
社群，一同編寫喜歡的
條目，既提升效率，也讓
自己讀了更多的書和資
料。

我會上傳旅遊時自己
拍的照片到共享資源，
為條目增添美麗的影
像。

我指派學生編輯維基百
科，同時協助學生們從
維 基 百 科 教 育 專 案 裡
頭，習得操作的基本方
法。

當我搜尋維基百科什麼都找
不到時。我決定自己來寫一篇
條目。至今一共有超過一萬八
千人閱讀過我的文章。有人甚
至還提供了他們自己的資料
和參考來源。

我在維基百科上因為和許多
編譯者討論與溝通編輯的內
容，而學會如和使用溝通技巧
跟不同文化背景的志工溝通。

當我有小孩之後，我會想讓他
們了解尼泊爾的文化以及豐
富的歷史，並且用我們自己的
語言來學習－－維基百科讓
這想像變成可能。

我為何編輯維基百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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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維基百科前的準備
任何人都可以編輯維基百科，但要遵守一些基本規則。
以下幾個，是編輯維基百科時，請務必遵循的重要原則：

採取中立觀點
維基百科是對所有人開放的百科全書，因此撰
寫內容時必須要採取中立的觀點。
條目所呈現的立場不能選邊站，應該要以理性、
精確的口吻，盡可能完整描述各種重要的觀點。
這些觀點屬於同一個知識領域，而且具備已出
版、高品質的可靠文獻為參考來源。
申論類的敘述、或是刻意要宣傳特定觀點或品
牌的文章並不適合放入維基百科中。

維基百科不適合發表非原創研究
維基百科並不是用來發表原創想法的地方。每
一位編輯者，應該針對主題，將其他相同知識領
域，且具備可靠文獻的內容做通俗口吻的整理
跟敘述。
條目不應該包含任何研究中的尖端研究成果，
也不應該單純只是拼湊文獻內容。應該盡力讓
維基百科，比任何單一文獻敘述的內容還要廣
泛且完整。

使用可靠文獻

迴避利益衝突
維基百科不是用於行銷廣告等商業行為的網站。
如果針對特定主題有利益衝突的狀況－像是如
果你屬於公司成員、行銷廠商或是你有參與相關
組織活動－你應該刻意避免編輯相關的主題條
目，避免有償編輯，所有可能的利益衝突都應該
清楚地自我揭露，避免濫用維基百科的高關注
度。

為了確保維基百科對讀者而言是
可靠、有用的，維基人在這些年來
發展出，上述這些編輯維基百科
的方針與原則。

尊重著作權與避免抄襲
當內容被上傳到維基百科，那麼視同上傳者同意
維基百科的開放授權條款。條目內容的著作所有
權並非屬於某一位編輯者；所有貢獻於維基百科
上的內容，未來都有被其他人編修以及散播的可
能。
除了簡短的引用以外，維基百科並不允許大量複
製「版權所有」的來源資料。不論是直接複製、部
分改寫、惡意抄襲或其他違反著作權的行為都會
傷害維基百科的信譽跟品質，對於協助維護品質
的志工來說，非常消耗時間與精力。
編寫維基百科時，請務必使用通俗的口吻來撰寫。

（公共領域或是開放授權的內容，在適當的情況
下則可以添加到百科中。）

維基百科上的編輯者在增添資訊到維基百科
時，應主動納入參考來源的相關資訊，這樣才能
讓其他人在日後自行查核內容的可靠度，並協
助更新知識庫。
對維基百科而言，最可靠的來源是有一定事實
查核信用的第三方來源，像是從學術媒體出版
的書籍、經過同儕審查的學術期刊、以及國際上
聲譽良好的報紙。
編輯者應該要使用呈現重大觀點的參考來源，
而不是零星或是偏剖的論述。請嘗試針對你想
撰寫的主題，尋找身邊擁有的最完整、最可靠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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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體例

自1990年代初，大英百科全書便開始面臨數位
資訊文獻的挑戰。前任編輯華特·亞斯特 (Walter 
Yust) 首度系統性分析大英百科的問題，並指出改
進之道：「在自然科學、科技、政治、文化和現代歷史
等知識快速更新的領域，大英百科得努力與時俱進 

[1] 」。雖然大英百科現在能夠以多媒體形式或是網
路等多元的管道取得，但是其地位也不停的被像是
維基百科一類的其他線上百科所挑戰 [2] 。

•使用清楚易懂的語言
•簡明扼要
•引經據典來支持事實主張
•具體點明各相關人物之間所
    持有的不同觀點
•除了歸納某一明確的參考來
    源之外，不要直接歸納結論。

增添維基百科新內容時，使用百科全書體例以及採取正式的語氣是十
分重要的一件事。不同於論文、議論、或是表達意見的寫作方式，寫作
維基百科條目時應該採用平白、只見事實的寫作方式。

下列便是在用百科全書體例撰寫時應該避免及採取的地方。

百科全書的體例？

大英百科全書和百科全書的未來
大英百科全書雖然在歷史上享譽盛名、舉足輕重，
但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力已經漸趨薄弱。相對而言，
多數的專家都同意，百科全書的未來型態，將是維
基百科以及其他相似型態的百科為主流，集結你我
一般的網路鄉民所編寫的知識而成。

諷刺的是，雖然大英百科深遠的影響著創立且持
續發展維基百科的人，像是吉米·威爾斯 (Jimmy 
Wales) 等新一代無畏困難的非專職百科全書編纂
者，不過它近年來全以守舊的錯誤方式創建和傳遞
知識：由上而下的管控、不負責任的守門人決定內
容有無刊載的價值、著作權限制、以及只有富人付
得起的高昂價格，再加上現在大英百科網站置入的
廣告也妨礙內容的可靠性和可讀性。

不適當的體例 應避免：

不要建立論文式的條目或段
落標題。
不要用辯論的正反式論點來
整理內容。

不要使用模稜兩可的語氣（像
是「大多數專家同意」或是「有
人認為」）。
不要使用在地方言、口語或是
俚語。

避免讚嘆的語氣，像是「非常」、
「出乎意料地」、或「無懼無畏」。

維持中立，不要寫個人的評論。

善用標點符號，不要寫過於冗
長，難以閱讀的句型結構。

應使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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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覺化編輯器進行編輯

附錄及腳註 / Appendices and footnotes
在條目主文之後，會跟著幾段附加的資訊，像是其他
相關的維基百科條目（「參見 / 相關條目 / See also」
），包含腳註所使用文獻的詳細資料（「參考來源 / 
Reference」），以及讀者可參考的其他網站資源列表（

「外部連結 / External links」）。

條目主文 / Body of the article
標題（有時也會用子標題）將條目切割成幾塊章節，
分標題也幫助目錄自動生成。通常各章節代表著關
於此主題的不同切入點，透過章節，讀者可跳往他們
有興趣的資訊上。

模版 / Templates
模版就是可重複使用的物件，可用模版來標準化呈
現格式資料、插入像是橫幅一類警告讀者條目有問
題等功用。

透過視覺化編輯器(VisualEditor)，你在編輯時馬上就能夠看到頁面在編修後的
顯示效果，所以能讓你不用花太多時間在格式而更專注於內容的修訂。只要反白
你想要修改的地方，就可以進行編輯了。

編輯工具列 / Editing toolbar
在編輯模式下，這個工具列能讓你添增排版、參考來
源、圖片、或被稱作模版的特殊頁面（又稱資訊框，常
出現在許多條目頁的最開始）當你編輯完成後，按下

「保存編輯」按鈕即可。

導言 / Lead section(Introduction)
定義條目主題的第一段文句，導言段落是給全文一
個定義，重點提示全篇文章主要論點。這也是文章中
唯一沒有標題項目的段落。

引用 / Citations
條目主文中常有上標表示的內文腳註，這是用來說
明文句中的資訊是從何處而來、參考文獻的來源為
何。腳註的細節出現在文末的參考來源段落。

圖片 / Images
開放授權的圖片或其他類型的多媒體檔案，可以從
維基共享資源添增多媒體資訊到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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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基語法進行編輯
維基語法是編輯維基百科最原始的方法（在某些瀏
覽器軟體，也是唯一支援的編輯方式）。

如果你知道維基語法的運作方式，使用它能夠讓你
精確掌握你所編輯頁面的內容與外觀。下列圖例是
一些基礎的維基語法之示範與解釋。歡迎比較看看
維基語法與視覺化編輯器之間有哪些類似的元素。

A  圖片 / Image  
將來自維基共享資源的照片之檔名前
後加上兩個中括弧，便可以將它插入
到百科頁面中。請用豎線來區隔控制
圖片呈現方式的各參數。最常見的圖
片呈現會用上兩個參數：「thumb」會
把圖片用標準的縮略圖方式顯示，圖
說參數則可以在圖片下方顯示解說文
字。使用範例
[[File:範例檔案.jpg|thumb|解說文字]]

B  粗體 / Bold  
將三個半型的引用號放在文字的前後，
可以讓這段文字變成粗體。條目主題常
常會在文章第一句用粗體標示起來。
'''粗體文字'''

C 引用 / Citation
引用的起始標籤與閉合標籤是用來標示
參考文獻的詳細資料。這個語法會讓條
目中有引用標籤的位置顯示上標的自動
編號，而對應編號的腳註則會在參考來
源章節之中顯示引用標籤中的資訊。
<ref> 參考文獻文字 </ref>

D 站內連結 / Internal link 
在一辭彙前後加上兩個中括弧，將會創
建到以此辭彙命名的條目頁之超連結。
在條目頁名之後加上一條豎線，再寫一
段文字，可以讓顯示於閱讀條目的畫面
上改用後面那串文字顯示站內連結。
[[條目名稱|顯示連結文字]]

E 斜體 / Italic  
將兩個半型的引用號放在一段文字的前
後，可以讓這段文字成為斜體。
''斜體文字''

F 標題 / Heading 
在文字前後各加上兩個等號，可以讓文
字顯示成標題。前後各加上三個等號則
可以讓文字顯示為子標題。
==標題==

G 模版 / Template
兩個大括弧則是給模版使用，模版是
可以在不同用途中重複使用的維基頁
面模組。在起始大括弧旁請寫上此模
版的名稱。豎線之後可以寫上相關參
數，這些參數是可更改模版的運作或
顯示的內容，讓模版更符合需求。
{{模版名稱|參數}}

更多維基語法的說明資料，請參閱本手冊最後一頁的速查表，或是前往| 捷徑   幫助:編輯頁面

I 外部連結 / External link  
使用一個起始中括弧，中間先輸入網
址、半型空白、顯示文字，最後再用閉
合中括弧結束，這樣就可以用維基語
法表示一般的超連結了。一般而言，這
僅止於用在腳註或是「外部連結」的章
節之中。
[http://www.example.com 顯示文字]

J 分類 / Category 
在條目的最後面，用前後各兩個中括
弧夾住一段用「分類:」開頭的字串，這
樣就可以把此條目標示成特定的分類
了。標示分類能夠讓維基百科的條目
組織為相關的知識群組。
[[分類:某類別]]

H 參考來源 / References   
參考來源標籤（也可用另一個相同用
途的模版替換）用來標示腳註的詳細
資料應該在文章何處出現，通常參考
來源的章節會是以「註解 / Notes」或是

「參考來源 / References」來命名。
{{reflist}}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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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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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內容步驟示範
本段落將展示維基百科編輯志工，如何增添新的資訊到「國文天地」的條目頁之
中。下圖展示了編輯志工如何為條目增添資訊、以及過程中所使用的維基語法。照
著這些步驟，你也能為維基百科增添內容！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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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頁編輯前... ...編輯後新的條目頁面

第1步：
挑選一個你想要編寫的主題。

第2步：
為這個主題找到跟現在維基百科條目頁上已經整理的引用比起來，還要可靠
的一份參考文獻。

第3步：
接下來好玩的來了。點擊頁面右上角的編輯 (Edit) 鈕！ 

第4步：
現在可以在編輯欄位裡         ，開始加上你所準備的內容與參考文獻了! 用上你
找到的參考文獻，以自己的話整理你認為應該補充的資訊。

第5步：
在你新添增的段落或文字之後，補上參考來源的腳註。不論你使用維基語法或
視覺化編輯器，在編輯工具列都可以找到「引用 / Cite」的按鈕         ，點擊此鈕
就可以引用你找到的參考來源到條目中。

第6步：
在「編輯摘要 / edit summary」的欄位中          ，請簡短的說明你這次編輯了什
麼。（若是視覺化編輯器，在你點擊了儲存頁面後，才會要求你輸入編輯摘要。）
編輯摘要讓其他編輯志工了解你完成的工作事項。

第7步：
現在是時候儲存變更了。記得務必要點擊儲存頁面。          別擔心你編寫的資
訊有誤，如果發覺輸入的內容有問題，你可以做出新修正，或是回復到文章前
一次的修訂版本。 

A

B

C

D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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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條目頁之外，維基百科還有其他不同用途的頁面。在編輯的同時，你也可以
試試看來創建自己的用戶頁 (User page)，讓其他人也能夠認識你。

在你登入之後，頁面右上角可以看到你的用戶名，
點擊這個用戶名，就能夠進入你的用戶頁。如果你
點選的頁面是個還沒被創建的空頁面，像是你還
沒有創建的用戶頁，這個連結會顯示為紅色字體，
而非一般常見的藍色字體。 

用戶頁與討論頁

如果你在這些紅色字辭的其中一條，點擊了創建鈕，你就可以開始編輯空頁
面。用戶頁可以讓人來編寫關於你自己的一個頁面，讓其他的維基志工可以理
解你是誰、你對什麼有興趣。要分享多少的個人資訊，完全看你自己想分享多
少。

當你點擊了儲存頁面後，那塊紅色的連結就會轉成藍色的了！

除了用戶頁外，你還有自己的用戶討論頁，維基百科上的其他編輯志
工可以透過此頁面寫信給你。如果你想要聯絡維基百科上其他的編輯
志工，你可以選取他們的用戶討論頁後，在討論頁最末端留下新訊息。

在用戶討論頁上，記得要簽名；選取編輯工具列裡頭的簽名鈕，這樣一
來將會在游標處插入四個波浪號( ~ ~ ~ ~ )，這個特殊的維基語法，可
以讓你自動插入留言時的日期、時間、以及你的用戶名。

這個在編輯工具列上的
圖示，便是簽名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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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個新通知！ 

每個條目頁都有其專屬的討論頁。這些討論頁能夠拿來提供條目編
輯者修改建議、提供更多參考文獻、點出條目的盲點、或是拿來討論
編輯志工間對內容的爭議。

跟維基社群互動

與維基的社群成員討論時，注意在維
基百科上討論請互相尊重、以文明待
人。就算你不同意他人的看法，仍應
該秉持著善意推定來應對其他的編
輯志工。
絕大部分的志工目標都跟你一樣：讓
維基百科變得更棒。討論請著重於整
體內容的修訂，而非計較個人的貢
獻。

這些通知會出現的時機，是在
有人提到你的用戶名、感謝你
的編輯、或有人在你的用戶討
論頁上發佈訊息的時候。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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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編輯
除了傳統的電腦版介面之外，維基百科也開發了新型的行動版網頁(下圖)以
及APP，讓你使用手機或平板也能夠編輯與閱讀維基百科。只要用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連結到維基百科，登入維基百科的帳號，即可開始使用。

顯示或隱藏選單項目

編輯頁面

上傳與新增圖片

將此頁面加入到
你自己的監視列
表

檢查自己的通知

幾乎所有人每天都會閱讀維
基百科。如果有人想要學點
東西，他們總是會先從維基
百科開始。
幫 忙 分 享 知 識 能 幫 上 一 些
忙，這種助人的感覺是我最
大的動力。

許多人和少數語言的使用
者，也都非常需要使用維
基百科作為知識資料庫，
知道自己能為開放知識貢
獻一份心力，讓我相當開
心。

許多有錢有權的大財團，他
們想要讓網路變成刺激消費
的媒介，設立更多購物商城
配上互動式電視。
另外一邊，是許多的平民百
姓。他們相信網路是改變世
界的起點。

我為何編輯維基百科

更多關於中文維基百科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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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語言的維基百科都略有各自不同的風貌（儘管也有許多的共通點）。
下列讀物尤其能夠幫助你更深入了解中文維基百科的迷人樣貌。

更多關於中文維基百科的資訊

維基百科專題名錄

小作品 初級 丙級 乙級 優良
條目

甲級 典範
條目

創建你的第一篇條目
在中文維基百科開始撰寫第一篇條目－－而且確保它不會被人刪除－－
這需要一點技巧。想完整了解怎麼創建自己的第一篇條目。
詳見 | 捷徑   WP:1ST  。

維基會訊
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於2014年1月起，以每月出刊的頻
率，摘錄其他媒體或自行撰寫關於維基的相關最新資訊。目
前每期會包含四個面向有（一）協會動態（二）世界各地維基
組織或社群動態（三）中文維基媒體社群動態（四）台灣社群
動態或聚會，詳見 | 捷徑  WP:WMTW-News 。

上傳非自由授權圖片
通常只有自由授權或公眾領域的圖片才能夠在維基百科的條目頁中使
用，而且這些圖片都應該上傳到維基共享資源 (commons.wikimedia.
org)。
不過，少部分非自由授權圖片是允許出現在中文維基百科上的，只要這
些圖片有遵守合理使用的規範，目前在中文維基百科上的相關討論可
見 | 捷徑  WP:NONFREE  。像是音樂專輯的封面等著作權所有圖片，務
必要依照維基百科上的明確規範來使用，否則這些資料會被編輯志工
刪除。

維基百科專題
維基百科專題委員會是聚集對於各類不同主題有興趣的編輯志工，
他們自行成立針對特定專題的委員會，透過撰寫維基百科相關條
目，分享彼此對於特定領域的知識與熱情。請參見 
| 捷徑  WP:PROJDIR  來查閱目前已經成立的專題頁面，並且歡迎加
入既有專題，與志趣相同的維基人們共同協作。

條目質量評級
為了評估條目的重要程度與內容品質，中文維基百科
的專題計畫引進了英文維基百科的評級標準來評定
各條目頁的情況，詳見 | 捷徑 WP:QUALITY 。就內容
品質而言，評級的標準從「小作品」（剛開始撰寫的條
目）、「初級」、「丙級」、「乙級」、然後接受正式審核後可
得「優良條目」、「甲級」、跟「典範條目」。

你可以在條目的討論頁最前端，查閱此條目的評級狀況。大多數的維基專
題會列哪些跟其專題相關的條目頁有獲評級。瀏覽維基百科各專題的頁
面，從專題列表裡頭的小作品或初級條目開始進行編輯，是個很棒的切入
點讓自己在維基百科上找到新東西編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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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品 / Stub
一篇仍顯短小，還沒完整演繹、有許多擴充機會的
文章。為小作品添增資訊是新手進行維基百科編
輯的一種好方法。

討論頁 / Talk page
提供條目頁或是其他維基頁面討論的頁面，你可
以在此跟其他志工編輯探討如何為此頁面內容進
行編修。

模版 / templates
讓某頁面能夠自動包含其他頁面的方法。想要知
道怎麼使用模版，請參考 | 捷徑  H:T 了解基本的
模版使用方法。

用戶頁 / User page
個人編輯志工的私人用戶頁面，這個頁面的是以

「User:」開頭，接著個人編輯志工的用戶名稱。維
基百科人能夠使用他們的用戶頁來分享像是他們
個人的興趣、曾參與或計畫進行編修的條目、或其
他與用戶個人相關的資訊。

維基共享資源 / Wikimedia Commons
提供維基百科和其他諸多圍紀站的媒體資源庫，
你可以到此站，以開放授權的方式貢獻相片、圖
表、影片、或是其他媒體檔案，以協助維基百科用
文字以外的方式闡述知識。

通知 / Notification
出現在維基百科頁面頂部，告訴你有新訊息給
你。如果你想要讓某個人知道你正寫給他看的
訊息，你可以在討論頁中留下有他的簽名的訊
息，這樣一來他就會被自動提醒通知 (Mention 
Notification) 了。

辭彙表

編輯摘要 / Edit summary
對於維基百科頁面編修的簡短解釋，這樣的文
字資訊能夠幫助其他編輯志工了解條目內容目
前的發展狀況、以及編修的原因。

開放授權 / Free license
意 指 公 開 著 作 權 的 授 權 許 可，讓 作 者 以 外
的 人 在 不 限 使 用 原 因 的 規 範 之 下，擁 有 自
由 的 閱 讀 或 引 用 其 作 品、重 新 製 作 或 散 佈
作 品 的 複 本、對 原 作 進 行 更 動 改 作、或 是 發
佈 衍 生 性 作 品 這 類 權 利。維 基 百 科 － 以 及
貢 獻 的 所 有 志 工 － 都 使 用 開 放 授 權 的「 創
用 C C － 姓 名 標 示 － 相 同 方 式 分 享 」的 模 式
來 標 示 自 己 的 授 權 方 法。欲 獲 取 更 多 資 訊， 
請參見 | 捷徑  WP:CC-BY-SA 。

編輯歷史 / History
維基頁面的編輯紀錄，可以從頁面右上方的「檢
視歷史」標籤，便可進入查閱每一筆的編輯記
錄。我們可以比較任兩筆的不同時間點的歷史
版本他們之間的版本差異（這個功能又被稱作
diff）。前一個時間點的版本是可以被回復的。

維基標記語法 / Markup
一種特別用來撰寫維基百科頁面格式的程式語
言。第19頁的速查表有基本的語法概念，完整的
語法介紹可參見| 捷徑  H:EDIT 。

維基百科人 / Wikipedian
協助建立維基百科之人。常見的同義辭有貢獻
者、用戶、使用者、編輯、或是社群成員。

參數 / Parameter
一小串文字，跟其他文字之間以豎線（「|」一般
的輸入方法是shift鍵按住不放加在enter鍵正
上方的按鍵） 而區隔。參數可用來控制圖片、模
版、或其他維基標記語法在頁面上輸出效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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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共享資源由數千位志工共同維護，內藏上千萬的資料檔案，是世界上最大的媒體儲藏
庫之一。共享資源提供具教育性的圖片、影片以及聲音檔案給維基媒體基金會所主持的維
基媒體計畫(如維基百科等)使用。

所有共享資源上的作品都是以「開放授權」的條款釋出，意思就是只要遵照授權的規範（通
常指只有要注明原創者的身份，並且保留由此作品延伸的新創作以同樣的授權方式釋出），
這些檔案能夠被世界上任何人自由的使用與分享。

為何要貢獻給維基共享資源？
想像一下，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分享人類知識的總和。你的努力也可以成為這份給人
類集體共用的貢獻之一。當你分享照片以及其他的檔案到共享資源時，這些資料就可能被
用來妝點維基百科的條目。你的作品可能被全世界數千人、甚至數十萬人所瀏覽。而你的幫
助，打造一個共同入口，建立了讓更廣泛的讀者（如教育類網站、新聞媒體、部落格、藝術家
以及製片人、學生、教師...等）也能夠有得到資訊的機會。

維基共享資源：commons.wikimedia.org

不確定共享資源到底收錄哪些資料嗎？請在維基共享資源網站右上角的搜尋
欄中輸入Commons:互助客棧。 
維基社群將會協助你，將檔案整理至共享資源、移除不適合的檔案。
並協助你判斷某檔案是否屬於公眾領域等的著作權問題。

埃及禿鷲  (Neophron percnopterus) - 01 / Kadellar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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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透過開放授權分享自己的作品到共享資源時，你便允許了任何人可以自
由地使用、複製、修改以及販售此作品（只要他們遵循授權的規定）。

不過也是有例外：
•如果作品的創作者以開放授權的方式，

允許任何人自由使用、複製、修改或銷售
其作品，你可以上傳這類檔案。（務必要
記得上傳的同時，提供有授權宣告的來
源連結。）

•如果作品屬於公共領域的情況下（通常
是十分久遠以前的創作），你可以上傳這
類非自己創作的檔案。

•如果有屬於公共領域的創作的翻拍照
片，像是古跡、雕像或其他藝術作品，你
也可以上傳這類的照片檔案。

貢獻到共享資源

適合放在共享資源：
你可以上傳完全由自己創作的作品。這包
含了下列類型的相片或影片：

•自然地景、動植物
•公共場合所拍攝的公眾人物（因為各 
    地法律不同，有時需要受攝者同意）
•有實際用途或非藝術性的物體

你也可以上傳原創的圖表、地圖、示意圖
以及聲音之類的多媒體資料。

不適合放在共享資源：
共享資源無法收藏使用他人作品的重製創
作——包含對他人拍攝照片的再創作也不
行。共享資源從創立開始就不允許上傳他人
作品。這包含如下的素材：
•標誌
•CD或DVD封面
•具宣傳性質的相片
•電視、電影、DVD或軟體的截圖
•漫畫、電視或電影裡頭角色的圖畫，即使       
    是你自己繪製的也並不適合
•大部分網路上找到的圖片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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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共享資源貢獻內容，你
需要登入使用者帳號。如果
你已經有一個維基百科帳
戶，你可以使用它來登入；
若你還沒有維基百科的使
用者帳戶，你也可以創建一
個新帳號（這個新申請的帳
號也可以拿來登入維基百
科）。

如何上傳照片檔案

1
前往 commons.
wikimedia.org ，並且
點擊「上傳檔案」。 

（請確定你已登入）

2
點擊頁面底部右下角
的「下一步」

3 
選擇你的電腦裡要
上傳的檔案

4
選擇這份檔案是你或
其他人的作品。 
 
如果是其他人的作品，
輸入作者資料或出處
來源，然後選擇適當的
著作權狀態。

可被共享資源
接受的檔案類型

共享資源只接受不被專利
權限制的檔案格式。這包含
下列檔案：
相片： .jpg
圖片： .svg、 .png
動畫： .gif
聲音： .ogg（或.oga）、 .flac
影片： .ogg（或.ogv）、 
.webm
文件： .pdf

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共享資
源接受的檔案類型資訊，請
在共享資源的搜尋框中輸
入 Commons:File types 搜
尋相關資料。

葡萄牙埃斯皮雀爾海角，2012年8月18
日，DD 08 / Poco a poco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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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獨一無二的標題來
形容此檔案，同時也請
加上詳細的敘述。 

添加一個或更多分類，
以說明此檔案的主題。

 

6
當你的上傳完成後，你將
會看到在維基頁面或網
路的其他站台使用此檔
案的說明。 
 
點擊一下檔案標題，你就
可以訪問永久連結的維
基頁。

你輸入的標題會連同此
檔 案 的 檔 案 格 式（副 檔
名）一起成為這個檔案頁
的名稱。

編輯分類
維基共享資源具備分類的功能，能夠收集相關主題的檔案。比方說， 
Category:Bonsai（分類:盆栽）是收集上傳到共享資源的盆栽植物相
片。你可以在上傳的過程中添加分類（上傳頁在你輸入分類的時候會
建議可能的分類資訊），也可以在上傳完成之後，在檔案頁添加維基
語法，例如可以在頁面末端添加下列分類： [[Category:Bonsai]]

共享資源的搜尋框會回傳分類名或檔案名中有包含你輸入的關鍵字
的搜尋結果；和你所貢獻的多媒體檔案類似的資料，可能會有你需要
的分類。上傳你的檔案到共享資源時，很需要你對檔案進行分類，其
他人才能在瀏覽相關主題的時候找到你所貢獻的資料。

... 原來這張圖片中的盆
栽正在美國國立盆栽與
盆景博物館中展示。

 bonzai no. 52,

 Description

 Date

 Categor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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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媒體檔案放入維基百科條目中
一旦你已經完成上傳到維基共享資源的步驟，接下來便可以使用視覺
化編輯器來添增這個檔案到維基百科的條目之中（如此便不需要了解
維基語法）。只要進行下列步驟。

2  
以關鍵字搜尋圖檔，
並點選你想要的圖片

3  
加上圖說，點擊「插入」
按鈕 

 
 

4  
拖曳圖檔至條目中適
當位置

5  
點擊右上藍色按鈕，儲
存頁面

1  
按「編輯」並
按下媒體圖標

盆栽 / 維基貢獻者 / CC BY-SA 3.0
Bonsai IMG 6397 / Dake / CC BY-SA 2.5

BonsaiTridentMaple / Peggy Greb, 

USDA / public domain

All others / Sage Ross / CC BY-SA 3.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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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維基語法放置檔案
如果你嘗試著不用視覺化編輯器，增加圖檔或媒體檔案到維基
百科頁面，你需要使用維基語法。基本的放置圖檔的維基語法
如下：

你可以複製檔案的基本維基語法到上傳精靈，或從使用檔案連
結放在檔案頁面。插入檔案的維基語法，放在任何你想要放的
維基頁面。

你已經增加維基語法，點選儲存頁面。你的圖檔就會在文字旁邊。

「華盛頓特區東北部」 / 維基導遊貢獻者 / CC 
BY-SA 3.0

John Naka’s Goshin, October 10, 2008 / 
Sage Ross / CC BY-SA 3.0

Near Northeast map / Peter Fitzgerald / 

CC BY-SA 3.0

好，我們來看看，我把圖檔加
在這裡。複製語法，並貼在條
目中；增加圖說之後…儲存頁
面！

 on display at the  
 National Bonsai &
  Penjing Museum

左 中 括 號：引 用 檔 案
時，開 頭 要 輸 入 兩 次
左中括號

照片預設置右(right)；
置 左 ( l e f t ) 和 置 中
(middle)的選項

圖說(caption)：
對於圖檔增加一些文
字描述 

縮圖(thumb)：
加入這個辭顯示方式
會改為縮圖樣式

大小(size)：
此數值是為了賦予圖檔指
定的像素寬度，也可以不
填寫，預設為標準大小

檔 名：通 常 以「 檔 案
(File)」開頭，結尾則為
檔案類型（如：.jpg）

[[File:John Naka’s Goshin, October 10, 2008.jpg | thumb | 260px | right | The bonsai masterpiece “Goshin” ]]

水管號("|")：每一個選
項（又稱做參數）是由
水管號所隔開 

右 中 括 號：結 束 引 用
檔 案，結 尾 輸 入 兩 次
右中括號

II



3030

在其他網站使用檔案
在共享資源上的作品，按授權條款是可以任意被他人使用在維
基以外的其他網站上。每一個檔案頁面，都會呈現著作權歸屬。

有些作品並沒有任何著作權上的使用限制（然而有些作品是有
著作權以外的限制使用授權，例如有些人物照片可能會受到美
國的個人公開權給限制使用方式）。

如果作品是開放授權的，請你一定要遵守授權條款——通常這代
表著一定要提供原作者的姓名並且要以跟原作者一樣的授權方
式釋出。不論如何，利用共享資源的檔案時最好也標示出原始連
結。

在其他網站使用共享資源檔案最好的格式，是加上照片的同時，
提供以下著作權資料：

正在捕食昆蟲的一對黃喉蜂虎鳥， Pierre Dalous, CC BY-SA 3.0

若你想要直接從共享資源連
結嵌入這份圖片檔，你可以
利用檔案頁中使用檔案連結
裡所提供的程式碼。

建立者的名稱

如有，會顯示連結到
相關頁面或網站。

由建立者所填寫的作品
名稱

檔案頁連結，其他人可以
藉 此 使 用 原 始 版 本 的 檔
案。

建立者指派給這個作品
的授權方式
到特定創用CC授權的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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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這款免費app，請在相關的app商
店中搜尋"Wikimedia Commons"，
或掃描此QR Code。

如何從行動裝置上傳檔案
如果你有智慧型手機或其他附相機鏡頭的行動裝置，透過維基
共享資源Android版本的行動app，或是維基媒體的行動版網
站，你可以直接上傳照片。

行動app

利用維基共享資源Android版本的行動app，你可以：
•將你的照片上傳、編輯文字描述、以及分類
•觀看你上傳的檔案

網路行動版
如果你使用維基百科或其他維基媒體計劃的行動版網頁，你
可以登入後進行下列動作：
•上傳並直接為還沒有圖說的條目增添影像資料
•分享你創建的所有教育類圖片到共享資源
•瀏覽你近期的上傳內容

1 
看看哪裡需要添
加圖片

2 
上傳、描述你的圖片

3 
看看成果

盆栽風 / 維基貢獻者 / CC BY-SA 3.0
小葉榆樹小品盆栽257號，2008年12月24日 / 
Sage Ross / CC BY-SA 3.0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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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自由授權？
創作某個作品的人，就是這個作品的著作權擁有者，除非這份作
品已被人買斷，或創作物的著作權已經法理上轉移到了其他人身
上。著作權（copyright）英文字面上的意思為「擁有複製的權利」。
人們使用著作權授權來允許他人使用其作品。

自由授權是一種著作權授權格式，這種格式讓創作者能允許任何
人、因任何理由、不經詢問下便可使用他們的作品。使用自由授權
釋出作品可以讓你更輕鬆地把作品分享給其他人使用。

維基共享資源的預設授權，是創用CC的相同方式分享授權（CC 
BY-SA），這意味著當這個作品使用此授權格式釋出，任何人皆可：
•使用、複製以及分享這份作品 
•修改這份作品，分享新的創作 

  
只要這個人符合下列使用規範： 
•提供原始來源的作者資料以及授權的註記
•未來有任何衍生性創作都以相同授權方式釋出（相同方式分
    享，又被稱為「反著作權（copyleft）」）。

維基共享資源不能接受使用非
商業性（NC）授權條款的作品。 
 
原因是共享資源與維基百科的
設立目的是儘量廣泛的分享教
育性作品。作者、出版者、導演創
作人、藝術家以及其他人都能使
用這些自由授權的作品來進行
衍生的創作，因此他們能夠自由
販售其創作將會是十分重要的。 
 
相同方式分享（SA）的授權條款
就能夠避免人們只想取用成果
卻不願免費分享自己作品的商
業剝削問題。

CC BY 
如果你想要讓人們使用你的作品，但你不介意
如果其他人修改或混用這些創作而不用相同
的授權條款分享他們的衍生性創作，那你可以
使用創用CC的姓名標示授權。

CC BY-SA 
貢獻註記和相同方式分享的註記是以創用CC
來授權，這表示你想要別人使用你的創作時標
示你的姓名，另外任何衍伸性的創作都要使用
相同授權分享。 

CC ZERO 
釋出你的作品時，沒有附加任何像是標註創作
者姓名等任何的使用限制，你可以使用CC零公
眾領域的授權方式來放棄你對作品的所有權
利。

 

 
「 我 以 自 由 授 權 的 方 式

釋出我的照片。這意味著
我 放 棄 了 我 的 著 作 權。」 

「我擁有照片的拷貝版本
（copy），因此我是著作權
（copyright）的擁有者。」

 
「我自己拍攝了這部受著

作權保護的作品，所以我
的照片並不包含其他人的
著作權。」

「我掃描並且修改了這個
作品，所以我有這個修改
掃描版本的唯一著作權。」

關於著作權授權的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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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自由授權圖片
有許多地方可以找到自由授權或公眾領域的照片，而這些照片都
可以上傳到維基共享資源以提供維基百科使用。Flickr就是一個很
好的網站，它有許多關於各類主題且可供人自由使用的照片。自由
授權的開放近用科學期刊，像是科學公共圖書館期刊，裡頭就有許
多有用的科學性或醫療性的圖說。

如果你要上傳這些照片到維基共享資源，請選擇「此檔案不是我自
己的創作」並且輸入作者、原始來源的連結，以及正確的自由授權
格式。你可以試著使用看看創用CC搜索引擎來找到自由授權的檔
案： 
search.creativecommons.org

這是公眾領域嗎？
在公眾領域的作品是不屬於任何人的著作權。部分的公眾領域作
品，其著作權已經過期。一部作品的著作權何時過期以及過期的原
因頗為複雜，且端看其所在國家與作品的形態各有不同。公眾領域
中也有一些作品是在創作開始便沒有資格擁有著作權。其他案例
則是作者自願放棄他們的著作權。

如果某作品在美國還有作品來源國都屬於公眾領域，你便可以上
傳這件作品到維基共享資源。

要判斷一件作品是否屬於公眾領域，以下有幾個大原則：
•作品是1923年以前在美國發表者
•它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出版，而作者已經過世超過70年
•這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作品
•作者明確表明以公眾領域的授權釋出

想瞭解更多關於怎麼判斷是否為公眾領域的細節，請參閱維基共
享資源的頁面 Help:公眾領域 。

 
 

祝你玩的開心！！

 
「 沒 有 著 作 權 說 明 的 內

容就是沒有被著作權保
護的。」

「 只 要 是 網 路 出 現 以 前
就創造的作品，都已經過
了著作權保護的期限。」

「作者一過世，著作權就
過期了。」

「 我 不 用 付 錢 就 可 以 存
取這份作品，所以這作品
應該不受著作權限制。」

「這份作品被公開展示，
所以就是屬於公眾領域。
」

「這是在公開場合拍攝，
所以屬於公眾領域。」

修改既有的共享資源照片

你 也 可 以 上 傳 現 有 共 享
資 源 數 據 庫 中 其 他 不
一 定 由 你 所 創 作 圖 片 的
修 改 後 版 本（ 像 是 切 邊
或 數 位 修 復 後 的 圖 片 ） 
 
除非你對照片的修改真的
非常細微，否則你都應該使
用新檔案名來命名你的修
改版本並且將此修改版本
的頁面連結回原始版本中。

記得下列兩個選項都要勾選：
「我想要能夠：

•可以用於商業用途
•調整、利用以及重新創作。」

關於公眾領域的錯誤認知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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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表
 
 
著作權/copyright
獨家複製與使用一份創意作品的著作財產權，一般預設任何的創意作品在完成時，就已經
自動成為作者的著作財產權（就算沒有明確宣告的著作財產權聲明）。

著作權授權條款/copyright license
由著作權人給予其他在特定條件下使用其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時的正式許可文件。

創用CC/Creative Commons
以傳播創用CC授權條款提供大眾使用其作品的一家非營利組織。創用CC授權條款包括「姓
名標示」以及「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這兩類是在維基媒體共享資源中最常被使用的
自由授權條款。其他創用CC授權條款還有「禁止改作」以及「非商業性」兩種限制條件，但維
基共享資源並不收錄以禁止改作或非商業性方式釋出的作品，因為這樣的作品可以使用的
範圍太過局限。

自由授權/free license
確保任何人在任何理由下，擁有使用和研究、製作與重製其副本、變更與改進、以及發行衍
生性作品的一種公眾性的著作權授權方式。最常使用的自由授權條款包含有創用CC的「姓
名標示」與「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但不包含「禁止改作」以及「非商業性」的限制條款）

、自由藝術授權、以及GNU自由文件授權（GFDL）。想了解關於自由授權的完整定義內容，
請見 freedomdefined.org

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
在公眾領域的作品是完全不受任何著作權條款所限制的作品。除了少數的例外，作品只有
在著作權過期後才會進入公眾領域（具體期限各國規定不同，但至少要在出版數十年後才
有可能過期）。

維基媒體基金會/Wikimedia Foundation
維護發展維基共享資源、維基百科、以及其他多項教育性計劃的非營利組織。維基媒體基金
會位於加州的舊金山。其使命為「讓世界各地的人賦能並參與以收集和發展透過自由授權
釋出或已經是公眾領域的教育性內容，同時也有效率而遍及全球的方式散播這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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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目前有280種以上的語言版本。不同於傳統的百科全書編輯方式，維基百科
使用開放式的編輯型態。任何人連上網路後，都可以直接編寫維基百科來貢獻內容。
當然這也意味著條目的品質，在一開始可能無法盡善盡美。因此對於每一個使用維
基百科的讀者和編者，知道如何分辨出哪些是高品質條目值得學習，那些相對質量
需要補強，便十分重要。
 
維基百科並不是訪談紀錄類型的初級文獻，也並非學術期刊可以用於發表最新科學
研究，或是新聞故事一類的次級文獻。維基百科屬於百科全書。它整合了初級與次級
文獻的資訊，將這些內容轉成能提供一般性認知的條目文章。它能提供對於某個主
題一般性的概述，並在閱讀的過程中，藉由內部連結和補充資料等，協助你找到高品
質的初級與次級文獻。

維基百科可以提供你：
• 各種知識主題的概述
• 各種知識主題的參考資料清單
• 探索各種知識主題相關領域

維基百科的條目內容，大多不是在單次的編輯就一次到位的。條目本身會先建立初
步架構，然後在不同的編輯志工，一次又一次的編輯後，由許多位編寫者共同合作。
這也是開放式架構的優點，條目並沒有完成的一天，隨時都能夠與時俱進，增加新的
內容，或刪減過時的資訊。過程中，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獨佔」某個條目，每一個
條目都是由許多十分關心該主題的人，花費許多時間與心力一起進行的成果。

維基百科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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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維基百科條目的演變
你可以點選頁面右上角檢視歷史標籤，觀看條
目如何演進。條目的每次修改存檔都可以在此
看到。

 檢視歷史 的頁面之中，每行都代表著這個條目在不同時間的存檔版本。點選
一行的日期時間處，就可以看到那時的存檔版本。你也可以在日期時間旁看
到每個存檔版本的使用者帳號（如果未登入帳號的匿名儲存則會顯示存檔的
IP位址）。

你 可 以 比 較 條 目 在 不 同 版 本 之 間 的 差 異，只 要 透 過 每 行 左 邊 的 兩 個
單 選 按 鈕，分 別 勾 選 你 想 要 觀 看 的 兩 行 版 本 後，點 擊 比 較 被 選 版 本。 
 
你將會看到頁面分成兩大欄：左欄便是舊版本，而右欄為新版本。版本之間的
所有編修都會被螢光標示出來。你可以透過這樣的功能了解哪些內容有所變
動－－在兩個版本之間有哪些資訊被移除掉，又有哪些被添加進來。

先前版本

與當前或過去儲
存版本的比較

編輯的日期
與時間

貢獻編輯的使用者帳
號或IP位址

編輯摘要

更新版本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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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編輯如何改善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和其他百科全書不同，撰寫維基百科不只是提供條目內容而已。修訂的過程
中，還需要和社群不斷地溝通與辯證。

在維基百科上進行編輯，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時間都是在處理條目內容相關的溝通工
作。編輯志工們可以在條目的討論頁面，探討該條目的內容應該如何修改，分享對參
考文獻的觀點，或是建立編寫該條目的大方向。跟條目內容一樣，這些非條目的頁面
與討論內容也都開放給所有人檢視－本章要告訴你，這些資訊要去哪邊找。

每個條目都有搭配一個專屬的討論頁。在每個條
目的最頂端，可看到名為討論的分頁標籤。

點選這個標籤後，你會看到所有為了創建條目背
後的討論過程。甚至某些你心中對條目的想法和
疑問，已經在這裡討論過。如果你對某個條目，有
所質疑但又不太確定該如何改善，請盡情在討論
頁中寫下你的疑問。

多數的問題，會在幾天之內得到回應。但如果一週
之後，你的提問還沒有人回應，直接詢問條目的貢
獻者，或是在維基社群中發問，也是個不錯的點
子。

點擊檢視歷史標籤，找找看有沒有對這個條目進
行過多次編輯的使用者帳號，再點選可以連到這
位使用者對話頁的連結（使用者頁旁邊的討論標
籤頁）。你可以和他討論關於該條目的疑問。

分辨條目品質

由於維基百科是一個不斷成長的旁大資料庫，條目之間品質差異很大；大部分的條目
品質很好，但也有一些內容需要增加、充滿偏見或觀念已經過時的條目。在中文維基
百科，為了鼓勵典範，品質最佳的條目內容會被標記為「優良條目」或 「典範條目」。然
而大部分在站台之中的條目，雖然不是優良或典範的水準，但內容也已經相當不錯。

所以一般而言，你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快速得知某個條目的品質呢？

你可以透過以下兩種方式：
• 找找看文章中是否有高品質條目的構成要素
• 看看是否有粗糙品質的常見線索 優質條目

的標誌

優良條目   典範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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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條目的構成要素
一般來說，優質的條目有以下五項構成要素：
• 首段是大約四到五小段的序言章節，提供對主題清楚易懂的概述。
• 結構清晰，有明確的敘事脈絡。
• 切入角度完整平衡，篇幅跟資料蒐集都相當全面。
• 內容中立，沒有情緒性或攻擊性字眼。
• 使用高品質的可靠文獻。

序言章節清楚易懂，並且提供了條目的摘要
比方說，人物傳記條目的序言章節，應該要提及該人物被定義為名人的原因(考
量到會用到的機會太低，維基百科並不適合記錄世界上所有人的個人傳記)以及
她的國籍職業等基本資料，不需要在此就詳盡地描述她的童年、職業生涯、獲獎
記錄等描述，讓讀者可以在五到十分鐘內就能閱讀完畢。更深入的內容，應該有
所取捨，適合放在序言之後，順著寫作架構陸續提出。

文章結構清楚，邏輯清楚，敘事脈絡容易理解
優質的條目並不賣弄艱澀字眼，總是深入淺出地，在適當的位置上加入標題、子
標題、各種圖表以及說明，並且填好Wikidata等結構性資料庫，而且記得在條目
最後加入附錄和腳註。清楚的敘述結構常常是依照一定的時間順序和因果關係
來排列的。

切入角度完整平衡
優質的條目對於一個條目主題，會盡可能蒐集各方面的資料，在按重要性排序，
有所取捨後，用適當的篇幅和容易理解的口吻完整敘述。通常對條目主題較重
要的內容，會涵蓋較大的篇幅。
比方說，介紹某家貓品種的條目，卻很少提及這種貓的生物性：像是外型或辨識
特徵等，而花了較長的篇幅去探討這種貓的氣質或個性，雖然不至於是堆疊錯
誤的資訊，但對於完全沒有見過這種貓的讀者，即便閱讀完這篇條目，可能連基
本形象都無法理解，那麼這篇條目的平衡性便有待加強。

內容中立
書寫任何一個條目都不應該偏重特定觀點；如果該條目有許多的學者，對主題
的敘述，存在著歧見，也有文獻討論，那麼這些相異的觀點也應該考慮，要以適
當的篇幅寫入條目之中。理性地敘述重要的爭議點，也是對讀者來說很重要的
學習。高品質的條目除了應該以中立的語氣敘述外，而且要依照事實敘述。知識
是不斷變動的，條目不是用來置入某個終極的正確觀點，而應當是以百科的敘
述方式把各方觀點呈現於讀者面前。

使用可靠來源
有高品質的參考文獻才有高品質的條目內容。一篇好的條目，往往附上許多可
信度高的註腳。參考的文獻如果是在該領域極具權威性、廣泛受到認可的出版
品，那麼這篇條目的品質相對也是比較高的。
比方說，跟月亮有關的條目，參考來源如果引用多位美國太空總署認可的網站
資料，證據力會比單一位天文愛好者的隨筆跟觀點，要來的更令人可信。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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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條目的品質可能有待改進?

條目的頂端有時會貼上警告橫幅
大部分的警告橫幅是顯示條目的相關資訊或編修請求，比方說條目長度太
短請求你協助擴充。但有時警告橫幅有時也會顯示條目中立性或參考文獻
品質等還沒解決的爭議。

在條目開始的序言章節便存在許多文句不通順的問題
序言章節不通順意味著通篇條目都有問題。若是序言章節只有很短一小
段，可能表示條目的文字是拼湊堆疊而成，還沒有整體梳理過。

語句中有未標明來源或是主觀認定的描述

 

 
敘述過於籠統
條目裡頭出現用「部分」、「大多數」、「某一群人」或其他未明確指稱的群體
代稱。應該要以事實取代這樣過於籠統的描述。

目錄或內文中可發現內容不完整、遺漏主題常見的重要章節 
比如說，條目是某人物傳記，但目錄章節卻發現跳過了此人的生平段落，那
麼這個條目很可能對某些重要事實有所遺漏。

有些段落似乎比例過長，所佔篇幅超過了其重要性
比方說，描述一家公司的短篇條目之中，「爭議」的段落佔了很大一部分，可
能意味著此條目的立場是偏向反對這家公司。

條目的參考文獻很少 ，或大部分篇幅都缺乏註解
如果條目很少參考來源，撰寫時可能沒有對主題有完整的了解。參考文獻
過少會造成其他編者編輯時的困擾，需要花更多時間檢核內容是否正確。

條目的討論頁滿是充滿敵意的留言
如果關心條目的編寫者對主題的歧見太大，那可能代表文章內容嚴重的偏
向單一觀點、或是內容可能只聚焦有明顯爭議的段落，卻沒有花充足的時
間來梳理沒有爭議的章節。

這樣的文字並不中立，應該要刪除。舉例而言，與其用「她是有史以來最傑
出的歌手。」這樣的方式描述，文字應該改成「她有14張單曲名列排行榜榜
首，比其他歌手都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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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處理品質待改進的條目?

如果你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與知識，當你發現品質與內容有待改進的條
目，請你嘗試自己來修正這些問題，這是為開放知識貢獻一己之力的大好
機會！
只要點選在條目頁右上端的編輯按鈕，就能開始！

1)  先檢閱一下這個問題，是不是最近的條目編輯才發生的。有時候有些持
特定觀點者，會將某些人物的條目中，大量刪除較負面的真實記載。試
著點擊檢視歷史，看看過去近期幾次的編輯歷史版本，是否也有類似問
題。

2) 如果問題是因為前幾次的編輯造成，維基百科設計了相當簡單的還原
機制，點擊還原便可以馬上把破壞修復。如果到處都是似是而非的內
容，你並不確定如何修正條目的問題，請在討論頁內留言，向其他編輯
者敘述條目中的問題。

3)  如果無法靠一己之力解決，像是有某一段文字，其實是對某個現存的名
人，惡意毀壞名聲的內容。歡迎你立刻動手把有問題的那段敘述直接移
除。

 但要小心你自己對該條目的個人觀點，尤其當你正在處理跟你自己、你
所在的民族國家或是你所屬的組織單位相關的條目時，要更加小心維
持中立，並尊重他人的立場。一個條目中，如果有批判性的文句是很常
見的（尤其當這些內容有妥善引用參考資料的時候），如果你還是認為
有刪除的必要，請你在討論頁中提出你刪除某些文句的原因。

如果想知道當你發現品質待改進的條目時，還可以做些什麼，請在維基百
科的搜尋框中輸入 維基百科:更優秀條目寫作指南 獲取更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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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維基百科條目的內容，是否可被信任？

對許多人來說，使用維基百科已經變成每天都會進行的例行事務，但
要怎麼分辨自己看到的是高品質的內容？

判斷維基百科條目的內容是否可信，可以先觀察該內容是否已註記高
品質與高證據強度的參考文獻，且清楚交代內容出處。

在本章節中所提到的各種判斷方式以及清楚的步驟，都能協助你在使
用與編輯維基百科時，可以更加正確地參照各種文獻的參考強度，分
辨內容的證據強度。讓使用維基百科時更講求實證，更為得心應手。

更多參考資料：
http://bookshelf.wiki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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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是...  
維基百科是一部任何人可編輯、自由開放的線上百科全書。它目前是全球瀏
覽量排名前五大的網站，有為數不少的教育工作者也使用維基百科作為教學
工具。在本章節中，我們將分享這些教育工作者的使用經驗，協助你思考如
何在課堂中使用維基百科。

我們將此章節分為三個部分：
作業規劃
學習維基百科的重要編寫方針、了解如何在課堂上循序漸進設計作業進度，
引導學生進行維基百科的編寫。

學期進行期間
學習一篇理想的維基百科條目結構應該有哪些元素，學生應該從哪一類的
條目下手來編寫、在電腦教室中進行維基百科的操作訓練時應該包含哪些內
容、以及如何與維基百科社群的編輯者互動。

學期結束後
參考其他教師曾經使用的維基百科作業評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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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維基百科創辦以來，社群的志願編輯群（也稱作「維基人」）已經發展出許多
重要的編輯方針，以確保維基百科條目的品質能盡量可靠、實用。在課堂中融入維基百
科為作業時，請務必遵守這些方針。認識這些基礎的方針以確保老師在讓學生寫作業
時，不但符合老師為學生所設立的學習目標，也改善維基百科的品質。

了解重要的編輯方針
作業規劃

中立觀點

開放著作權

可靠文獻

關注度

善意推定

「維基百科上的所有內容都要以中立
的觀點書寫。維基百科不是用來辯論
或倡議特定觀點的地方。所有的資訊
都應該精確呈現而沒有偏倚哪 種觀
點，陳列出有可靠來源出版過的所有
論述。對於某主題的各類觀點，應該
要去解釋闡述不同觀點的差異而非對
各種觀點論證其優劣。」

— 使用者:GorillaWarfare
    照片由 使用者:GorillaWarfare 以CC-BY-SA 3.0 授權

「學生編寫維基百科的成果，最後會
用開放他人自由運用的著作權形式，
公開授權大眾使用，成為全球共享資
源的一部份。這些內容可以被其他人
以開放的著作權進行編輯與再製。
所有在維基百科上的文字必須要是
原創的。從其他文獻來源複製貼上
到維基百科中並不恰當。」

— 使用者:Lechatjaune
     照片由 使用者:Lechatjaune 以CC-BY-SA 3.0 授權 「我們使用關注度這個概念來判斷一

個主題是否適合獨自成文。一般而言，
我們認為某個主題具關注度的條件是
此主題有第三方的可靠文獻陳述此類
主題。如果你的學生正在開始編寫新
的條目，他們在著手撰寫前最好先找
到數個來自不同獨立來源的可靠文獻
再寫新條目。」

— 使用者:Mohamed Ouda
     照片由 使用者:Faris knight以CC-BY-SA 3.0 授權

「在維基百科裡最可靠的文獻，都
是出自會進行事實查核的第三方來
源，例如由學術界的出版社所發行
的書籍、有同儕審核的學術期刊，以
及國際性的報紙。你應該避免引用
部落格、新聞稿，以及其他較不正式
的消息來源。學生們引用文獻時，應
該要使用能展現某事物重要觀點的
來源，而避免使用倚賴單一觀點或
極端看法的研究。」

— 使用者:Mariana Jó
     照片由 使用者:Mariana Jó以CC-BY-SA 3.0 授權

「每一位編輯維基百科的人，包含學
生，都 應 該 在 維 基頁面上 與 人 互 動
時，先假設對方是善意的。這意味著
我們尊重彼此，同時也推定每一個在
網站上的參與者都抱持著同樣的目
標：改善維基百科的內容。我們在處
理有爭議性的主題時會注重禮節。請
記得，對事不對人，針對編輯內容而非
編輯者進行討論，避免人身攻擊。」

— 使用者:Mike Christie
     照片由 使用者:Mike Christie以CC-BY-SA 3.0 授權

 教師須知 / 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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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你的作業形式

根據你為學生設計的學習目標不同，維基
百科提供許多作業的形式。

端看學生既有的技能和你想讓學生在維
基百科上進行貢獻的規模，以及課堂中你
有多少時間，可用來參與維基百科作為作
業而定。

在本章中，我們將重點放在要求學生寫一
篇跟課程主題相關的條目，這是教師最
常讓學生以編寫維基百科做為作業的方
式之一。

在「撰寫條目」的作業裡，教師通常會要求學生們
搜尋與課程主題相關的條目進行擴充，或是直接
創建一篇全新的條目。
使用課堂上提到的書籍或論文，作為可靠文獻，
讓學生們能從中整理出主題相關的資訊會最有效
率。有時候教師也會加上一篇長篇的分析報告，來
搭配這個作業；這樣一來學生所寫的維基百科條
目，就可以成為他們的報告中文獻探討的章節。

其他作業形式

翻譯條目
許多語言專業的教師，發覺翻譯維基百科的內
容是很好的作業形式。可以先讓學生維基百科
上，挑選優質但在自己母語版本的維基百科，還
不夠完整的相關條目，並把這類條目翻譯到自己
的母語維基百科上。

為條目添增圖解
若你教授的專業是屬於多媒體領域，那麼學生
也能以貢獻多媒體的方式來豐富維基百科。
例如，學生們會前往拍攝位於學校附近的古蹟，
用照片讓該古蹟的維基百科更加豐富。也曾有學
生為維基百科上的物理概念設計動畫，或以影
片的形式來使條目更加有聲有色。

幫助審核維基百科的內容
由於維基百科是由多位使用者所產生的內容，
許多文章中，難免有不少錯字和不夠通順的文
句，往往有需要改善的空間。
讓學生改善條目的文法、句順和錯別字，讓學生
在專業學術領域中學習審稿技巧，能夠有效建
立批判思考，讓學生學會寫作邏輯的好方法。

在另外一本手冊：《個案分享：教師如何使用維基
百科進行教學》之中包含著全世界各地的老師所使
用過的課程大綱和指派作業。在此我們會舉出幾筆
常見的作業形式，但也很歡迎參考個案分享手冊以
得到更多想法。(參考本手冊53頁)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case-
studies

作業規劃

1. 設定作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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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學習編寫維基百科條目，符合下列四項學習
目標。

I.發展寫作技能
學生藉由學習如何寫作，來服務世界上一群組成
多元、數量龐大的線上讀者群。透過維基百科強調
「可驗證性」與「非原創研究」的原則，學生可以
更進一步了解提供事實與提供觀點，兩種寫作目
的的差異。

II.媒體與資訊識讀
維基百科以多人共同發展內容的知識生產過程聞
名，這讓學生可以更深入的觀察到，資訊是如何被
生產與使用的。讓他們有很好的機會來思考，各
種參考來源的品質，以及適當使用這些參考來源
的方式。

III.批判思考與研究技能
寫作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閱讀各種文本，學生們將
學習到如何批判性地分析維基百科條目，判斷條
目是否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了該包含的重要
訊息，評估資訊是否有所遺漏、分析參考文獻支
持的狀況有多完整。這樣可以訓練學生，培養批
判思考的能力，讓學生應用多元的資料來源，而非
仰賴單一網站。評估條目，並且確定哪些資訊在條
目中有所遺漏的流程，就如同學術研究中「文獻回
顧」的步驟。

IV.共同合作
學生將能在維基百科上與來自不同國家，使用不
同語言的編輯志工組成社群，互相合作，共同生產
出適合收錄到維基百科的內容。社群能夠因為有
新血加入而保持活力，新成員也能藉此得到不同
觀點的回饋，如何和其他人合作與溝通，以建立對
百科內容的書寫共識，也是非常重要的學習。

使用過維基百科當作業的教師就會了解，要編
輯維基百科的學生，不只是熟悉編輯語法，學
習和維基的社群合作，也是很重要的。

在學期初期，先要求篇幅較少的作業（見下列
描述），這樣可以讓學生逐步適應維基百科的
運作方式。學期中則需要循序漸進地，引導學
生陸續熟悉維基百科操作，才會有較佳的教學
成果。

下列較簡單的作業，讓學生可以慢慢熟悉操
作，等之後面對較長篇的維基百科作業時，較
能上手。
•創建自己的使用者頁面，包含一兩句自我

介紹，並從維基共享資源（維基百科的圖片
存取資料庫）中挑選(或自行上傳)一張照
片添加到使用者頁面裡頭，跟社群打聲招
呼。

•要求學生從與課程相關的維基百科條目裡
頭，先選出一兩句擴充或增刪。

•學生們可以從課程原有的書單中，整理內
容，加入到條目中使之成為維基百科的參
考文獻。

•當學生們已經熟悉基礎操作，並選好了他
們想要書寫的主題，便可以開始在條目的
討論頁中，貼上相關的參考來源資訊。

•要求學生在進行實際的條目編修之前，先
在討論頁中，和社群討論，將要對條目進行
什麼樣子的修改。

當學生完成了上述的階段任務時，他們會對於
在維基百科上工作更加熟悉。
學生有時會沒有時間觀念，所以在他們開始實
際寫作條目前，可能需要督促他們陸續完成上
述的小型任務。

同系列另一本的手冊中提供了這類型作業百位以上美國
教師曾使用過的課綱樣本。請至此下載手冊：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syllabus

2. 規劃學習目標 3. 具體課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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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要編寫的條目

請進行：

•要求學生選擇在研究領域中已經完整建立而
維基百科上目前還欠能見度的主題。如果主
題相關的參考文獻有非常多，在維基百科上
只見到少數的資訊，這樣的情況是最適合進
行作業的。

•在維基百科的審定流程中尋找標記著「小作
品」或「初級條目」的條目。你可以瀏覽條目
的討論頁得知目前此條目的審定結果。

•請在建立條目之前先確定有搜尋過相關的描
述或定義。你偶爾會找到某個主題已經用另
外一個條目名稱書寫過了。

請避免：

•避免對涵蓋內容過於廣泛的主題條目（例如
「法律」）或是已經在維基百科上有著良好
品質的條目（像是標有「典範條目」者）進行
改善。要有效的修改這類的條目會是更具挑
戰性的工作。

•請先不要讓學生嘗試改善高度爭議性的主
題，像是全球暖化、墮胎或山達基教派等。
這類爭議條目的編輯常常會造成激烈的編
輯戰，較不適合教學。應該鼓勵學生們先從
上述條目中較無爭議的條目開始著手

•避免處理僅有少數或沒有參考文獻的主題。
這類主題會讓學生編寫維基百科條目時難
以提供可靠的參考來源支持資料。

•不要以論述法來撰寫條目的標題，例如不要
用「次級房貸針對美國與全球經濟的影響」
而應該用「次級房貸危機」來下標。維基百
科是一份百科全書，並不適合論文式的書寫
風格。

有時候要找出哪些條目適合學生處理，並不容易。

有些教師會創建一份條目列表並請學生從列表中選擇；也些教師會要求學生自行提
出。如果你想要讓學生創建新條目而不是改善既有的條目，請確定他們已經閱讀並了
解維基百科關注度的政策，同時也確定他們想要創建的新條目具備關注度（具備關
注度的意思，指在此主題上具威望的第三方參考文獻）。

學期進行期間

一篇質優的維基百科條目是如何編寫的？

請確定你與學生已經參考了許多，在該領域典
型的維基百科條目架構，這樣學生更能瞭解他
在編寫的時候應該要貢獻哪些種類的內容段
落。

大部份的學生都從來沒思考過一個百科全書
的文體應該具備怎樣的架構，所以在課堂上花
個幾分鐘的時間來說明百科全書裡頭資訊架
構會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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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條目的典型架構
高品質的維基百科條目是由定
義清楚的文章結構、百科全書
式的文字內容，以及活躍的編
輯社群所產生的。

序言章節(短條目)
序言章節應該總結條目的主要
論點。請注意序言章節不用加
標題。在此章節的第一句應該
為條目主題下定義。

條目主體(長條目)
標題清楚的分出適當的章節。
在這個例子中的條目，主題含
括了這個颶風的歷史以及其所
造成的影響。

附錄與註釋
在條目文字內容的最後部分，
有個章節會介紹其他相關的維
基百科條目——「參見」；使用
於條目中的參考文獻——「參
考來源」；以及如果想閱讀更
多相關資訊可以閱讀維基百科
以外的網站連結清單——「外
部連結」。

資訊框
許多條目都有包含能描述此主
題重要元素的資訊框。找到與
編修的文章相關主題的其他條
目，並且複製其資訊框的維基
語法到此條目中。

圖片
開放授權的圖片可以從維基共
享資源加入到維基百科條目。

學期進行期間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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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進行期間

Instructor Basics / During the term

維基操作基礎教學

如果時間充足，可以試著帶學生到電腦教室練習
使用維基語法。這可以讓學生理解編輯的流程，
也讓他們可以即時的嘗試、犯錯與發問。

一般而言，這樣的教學需要一到兩小時左右。

如果你覺得自己已經很熟悉維基語法，歡迎你自
己親手在電腦教室進行教學。但若還不熟悉，可
以上網聯絡在地的維基百科推廣社群、組織或是
協會，例如：Wikimedia Taiwan。

建議先讓學生在進電腦教室之前，先要求學生
建立好自己的維基使用者帳號。

這樣一來，能讓學生有充足的時間，閱讀維基
百科的使用者帳號方針，以思考他們想要怎麼
命名他們的使用者帳號來參與維基（維基百科
允許以綽號或別稱的方式等，不同的匿名程度
設定帳號)；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同一個IP
位址，短時間無法註冊多筆新維基帳號的網路
限制。

維基百科與學術論文的差異
下列幾點對學生而言，是書寫維基百科特別需
要額外注意之處：

以事實為基礎，而不是論說文式的寫作
學生的編寫重點不在建立論點，而是要針對
主題提供有引用可靠來源的敘述資料。

正式的語氣、簡明的語言
條目應該以正式的語調書寫，但語氣應該淺顯
易讀。維基百科並不是讓學生展現艱澀辭彙
的地方。維基百科的讀者遍佈全球，因此有些
人在閱讀由學生所書寫的條目前，可能是第一
次認識該主題。清楚的傳達該主題的基礎內
容，比堆砌內容更為重要。

請勿大量使用引述
學術寫作偏好整段引述重要的參考文獻，但
維基百科的編輯方針要求，應當用口語化的方
式改寫內容。維基百科鼓勵引用參考文獻的
資料，但學生應該嘗試用自己的話，來描述背
景脈絡，而並非照本宣科。

在課程剛開始的前幾週，我們建議你可以先給學生一段維基百科的
簡介，像是說明如何編輯頁面、或是維基百科的書寫風格與典型的
學術報告的差異之處。

如果希望學生用自己的時間來練習上述的內容，可以提
供學生下列的線上訓練連結讓學生自行閱讀：
http://zhwp.org/WP:STUDENT

教師須知 / 學期進行期間

建議教學內容
› 設定文字的粗體或斜體
› 如何建立標題
› 如何建立子章節
› 如何建立有編號與無編號的條列清單
› 如何建立連結
› 如何建立參考來源
› 如何建立沙盒
› 條目頁、討論頁以及用戶頁三者之間的區別
› 討論頁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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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the term / Instructor Basics

與維基社群互動

維基百科編輯之間大多會藉由在條目討論頁
或使用者討論頁上發言，來交換彼此的意見。
如果有其他編輯志工想要跟你聯繫，他很可能
會在你的使用者討論頁或是你編寫過的條目
討論頁留言。所以你不妨追蹤這些頁面，以方
便即時回覆留言。

維基百科上的所有互動都是根基於善意推定。
這意味著，直到有人證實某行為為非善意前，
我們都必須提醒自己，尊重其他編輯者，也是
要來協助改善維基百科的動機。因此，所有的
編輯都應該彼此尊重。

當在維基百科條目做出了新的編修時，編輯者
會被要求在編輯摘要欄中，簡短地描述此次
的變更概要。當你在編輯摘要中填寫了像是「
審稿」或「增添參考文獻」等摘要後，可以方
便其他人在條目頁的「檢視歷史」分頁中，更
有效率地看到條目的編修版本的歷史資訊。

以禮相待
跟其他社群一樣，維基百科也有應注意的禮
節。下列這幾項簡單的指引將會幫助你跟其他
維基人互動更順暢。

與維基百科的社群合作，是讓學生從維基百科作業裡頭學習
更豐富的重要元素。但要如何進行呢？

照片由Jelly Helm 拍攝  以CC-BY-SA 3.0授權

-善意推定
假設其他編輯者是想要改善內容。試著同理他們的
觀點。邀請他們參與討論，彼此協調。

-注意禮貌
從文字讀出言外之意，加以嘲諷，無助於內容的改
善。

-記得簽名
要在討論頁的留言中簽名，這樣大家才能知道留言
的來源。簽名的方式是輸入四個半形波浪號（~~~~）
，這樣輸入就可以自動留下使用者帳號和簽名時的
日期了。

-與社群討論
要進行重大修改前，先在條目的討論頁上說明會作
出怎樣的重大變動，讓其他編輯可以一同參與編修
方向的討論。

-就事論事
討論針對條目內容，而不要針對某個編輯志工。不進
行人身攻擊。

學期進行期間 IV



52

評量學生的成果
學期結束後要用什麼方式，來評量學生在維基百科上的貢獻呢？依照作業規劃的複雜程度各有
不同，設計評量指標有可能很簡單，但也有可能並不容易。

下列範例是許多教師曾經使用過的評量指標。

學生成績與評量架構範例

學期結束後

B. 在線上或實體課堂討論的參與

C. 同儕互評、與同學的團隊合作

D. 學生個人主要貢獻的維基百科內容品質

E. 反思與學習心得

補充資源 / 教師須知

A. 初期維基百科練習的參與成績

許多教師會要求學生把他們參與維基百
科的經驗寫在與課程相關的部落格。
通常每隔一週或兩週，教師要學生針對
提問書寫出自己的看法，包含「維基百科
編輯社群的自我選擇偏差狀況嚴重嗎？
為什麼？」一類的問題將能幫助學生開
始思考跟這份線上百科全書社群相關的
宏觀議題。
這樣的討論也能讓你在維基網頁以及離
線討論中得到更多評量學生的素材。如
果你在上課的時候有時間進行這類的討
論，這些討論對於參與的師生會極具建
設性。

5%

請參見本手冊第52頁，學生是否有完成
在你課綱中列出的所有步驟？可視情況
給予少量單次的獎勵分數。

學生可以在維基百科上互相評量對方的作
業，並在線上或實體課堂中提供修改建議的
方式給同學回饋。
這類的評量可以從參考文獻可靠程度多高、
條目內容跟主題有多相關或者書寫的文字是
否流暢等面向來檢視。

10%

許多教師會使用檢視條目歷史的功能，來比
較學生編寫前與編寫後條目的差異。您可以
比較起始版本和最終版本、由學生所做的貢
獻版本、還有學生每一次編修的過程版本。
您也可以要求學生自己做這些比較並且最後
將比較表列於他們的個人學習檔案中交給
您。

50%

10%

5% 5% 5%

在作業繳交後，要求學生對於他們體驗維基
百科的反思心得。這樣的要求對於不論是短
篇或長篇的維基百科作業都很有用。
另外一項替代這種要求的有趣作業形式，是
讓學生在開始編輯維基百科之前先寫一份短
文，文中列出他們期待這次從這個作業得到
什麼，之後在他們完成作業之後再請他們反
思是否有達成學期初所提的期待。

10%

A+B+C+D+E =
學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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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編輯維基百科
這是一篇編輯維基百科的基礎介紹：如何建立使用
者帳號、如何進行編輯、如何與其他編輯志工聯繫
溝通。讀者也會學到維基百科的條目如何發展，又
應該如何分辨現有條目內容的品質優劣。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dit-
ing_Wikipedia_brochure_ZH-TW.pdf

線上指引：編輯維基百科
我們鼓勵學生參與此線上訓練，在此說明了維基百
科的運作基礎以及參與編輯的方式。
http://zhwp.org/WP:STUDENT

補充資源 / 教師須知

個案分享：教師如何使用維基百科進行教
學 / Case Studies: How professors are 
teaching with Wikipedia
本手冊涵括了來自6國，共15位的教授，他們各自
解釋如何在教室運用維基百科、評量學生的作業。
這本手冊的線上版有提供他們所規劃的課程大綱
連結以及作業講義。（英文）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casestudies 

課程大綱範例 / Sample Syllabus
逐週解說如何在課堂中運用「編寫維基百科條目」
的作業形式。這其中包含了幾個被證明讓學生有效
學習的主要教學步驟，依照這裡介紹的課程大綱能
讓編輯維基百科發揮最大的教育效益。（英文）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syllabus

線上指引：維基百科作為教學工具
我們十分鼓勵所有的教師都在規劃課程大綱之
前，先讀過線上指引。它能讓人一窺維基百科的編
輯規範與社群文化、介紹基礎的編輯語法，也將帶
領讀者瞭解典型的維基百科作業如何進行。
http://zhwp.org/WP:EDUCATOR

補充資源 IV
適合教師參考 適合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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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維基百科教育計畫
維基百科教育專案早已在多國開始運作，而維基媒體的參與志工們
每個學期都不斷地開辦新的專案計畫。在維基百科教育專案正在運
作的地區，有可能有志願性的維基百科大使提供你與學生協助，以
便課堂上貢獻維基百科的運作更加順利。

加入我們！更多相關資訊，請見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  
關於台灣的教育專案，相關訊息請參閱：

臉書：台灣維基百科教育專案

https://fb.com/groups/wp.eduprog.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臺灣教育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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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語法速查表
下列是一些公認在編輯的時候最常用到維基語法的文字格式實例。
有其他需要幫助者，參見 | 捷徑   H:MARKUP 。

站外連結 [http://www.lib.ntu.edu.tw 國立台灣
大學圖書館網站]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網站

插入引用資料

顯示引用腳註

頁面文字<ref>[http://example.org 範
例網站]，更多文字</ref>。

<references />

斜體 ''斜體文字'' 斜體文字

頁面文字[1]。

使用不同文字
顯示站內連結

[[德尼·迪德羅|迪德羅]] 迪德羅

無序列表 * 維基百科
* 百科全書

• 維基百科
• 百科全書

有序列表 # 空氣
# 陽光

1. 空氣
2. 陽光

1. ^範例網站      更多文字

簽名與時間標記
（用於討論頁） ˜˜˜˜

用戶名稱 (留言) 2014年
3月15日 (六) 19:50 (UTC)

粗體 '''粗體文字''' 粗體文字

到其他維基媒體
計畫頁的連結

（站內連結）

[[德尼·迪德羅]] 德尼·迪德羅

 格式   輸入原始碼       顯示效果

章節段落 ==標題文字 ==

===子標題文字===

====子子標題文字====

標題文字
子標題文字
子子標題文字

寫有圖說
的圖表

[[File:範例.jpg|thumb|圖說文字]]

圖說文字

R
G

B

引用參考文獻   輸入原始碼     顯示效果

維
基
語
法
速
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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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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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編輯：簡易入門教學

作         者 維基媒體基金會
  第一章文字： Tighe Flanagan
  第一章維基人群像：Victor Grigas
  第二章Puzzly與繪圖：Michael Bartalos
  Adam Novak, Karen Sayre
中文譯者 中文全本文字：上官良治 
  初步章節整理：Eric L.
  第一章截圖：Spe Chen
   游雅瓏(Ylyum) 
中文校對 中文全本文字：Reke、黃馨弘(Aaron Huang)
  第一章文字：林高志
  第二章文字：陳柏安
封面設計 黃馨弘(Aaron Huang)
編排建議 陳沛綺(Felice Chen)
內文設計 Exbrook SF, David Peters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
發行日期    2017年12月

歡迎來信意見信箱索取本教學手冊，與全球維基志工一同推廣維基百科運動。
任何關於商標方針以及授權條款的問題，請來信 legal@wikimedia.org 
讀者意見信箱 info@wikimedia.tw
此手冊請依以下方式引用：「《維基百科編輯：簡易入門教學》，Wikimedia Taiwan發行。2017年12

月。詳細的作者、編者與譯者名單，請參閱原手冊著作權聲明頁。」

維基百科編輯：簡易教學入門 / 維基媒體協會作；上官良
治譯 -- 初版 -- 臺北市：維基媒體協會發行，2017.12

60面；21.0×29.7公分；譯自：Editing Wikipedia、Illus-
trating Wikipedia、Evaluating Wikipedia、Instructor 
Basics

ISBN    978-986-96053-0-4(平裝)

1. 知識庫   2.百科全書   3.編輯

049                                                                     10602544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來自維基媒體共享資源的圖片都是以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或公眾領域的
授權格式。本手冊中所有的文字都是以創用C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3.0或更新的版本（http://zhwp.
org/WP:CC-BY-SA)進行授權。
維基媒體基金會以及其他組織的商標或標誌並不是以創用CC的條款授權。維基媒體基金會、維基百科、維基
共享資源、MediaWiki、維基字典、維基教科書、維基文庫、維基新聞、維基語錄、維基學院、維基物種、維基數
據、維基旅遊以及元維基都是維基媒體基金會正在進行或已完成註冊程序的商標。想了解更多資訊。
請參考 http://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Trademark_Policy/zh 



59



60

     

Wikimedia Taiwan
Publish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