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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點和編輯方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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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簡報為Tsuna Lu(User:Adsa562)所整理製作，
並同意將內容以CC BY-SA 3.0形式發布。

您可以參閱我們的粉絲團以取得更多活動資訊：
• MoWiki (台灣的維基社群之一)-https://www.facebook.com/MoWikiTW/
• LoveLive Fans 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LoveLiveFansTW/

https://www.facebook.com/MoWikiTW/
https://www.facebook.com/LoveLiveFansTW/


恭喜大家已經註冊完帳號啦！



不過在編輯之前，我們仍舊還是需要
簡單跟各位講一下編寫時的幾個要點。

本段5~8頁引用：
Wikipedia:建立條目精靈，眾多編輯（參閱頁面修訂歷史），CC BY-SA 3.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E5%BB%BA%E7%AB%8B%E6%A2%9D%E7%9B%AE%E7%B2%BE%E9%9D%88&offset=&limit=500&action=history


第一點：不是任何事物維基百科都會收錄
 維基百科將根據一系列既定的指引來決定條目是刪是留，這些指引稱作

「關注度指引」。這些確定了維基百科收錄什麼，不收錄什麼。
 請不要提交與下列有關的條目：

1. 自己本人、公司或組織的介紹。
2. 你的朋友、你的樂隊或你的網站。
3. 私人仇恨或基於任何社會、商業或政治目的運動。
4. 自己的原創研究。

 如果你覺得上面提到的這些東西是真的非常值得收錄的，請在編寫該主
題的條目前，考慮詢問一個中立的第三方（例如說其他資歷較深的維基
人）的意見。



第二點：要有被記載的價值
 維基百科是一部百科全書。這意味著，就其本質而言，維基百科上的條

目需要關注度足夠，以體現其百科全書性。
 一個經多個獨立於主題實體的公開發表的可靠來源深入報導的主題才具

備關注度。所有主題都必須達到關注度的最低門檻才能收錄在維基百科
中。這個要求確保了在編寫關於該主題的可供查證、百科式的條目時，
有足夠多的來源材料支撐。
 所謂公開發表的可靠來源，大多泛指傳統媒體或是電子媒體的新聞或報章雜

誌報導和介紹。

 請注意：FAQ、電動遊戲指南、悼詞、說明書、目錄、連接列表、廣告、
自我宣傳和字典定義等都不符合百科全書性的要求。



第三點：資訊必須是可靠並且可查證的
 只有已經發表在可靠且聲譽好的來源的文章中的事實、觀點、理論和論

據才能包含在條目中。
 在條目中列明來源是維基百科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所有條目都要遵守的

官方方針，而任何無來源內容都有可能會被質疑或移除。
 對於學術主題而言，最好要經過同行評審。

 優良來源包括：
 有收錄在國家圖書館的書籍、聲譽良好的報紙和雜誌、學術期刊

 不良來源包括：
 部落格、MySpace頁面 、奇摩知識+/知乎、其他編者不能獨立查證的任何來

源



第四點：提交的內容不得侵犯著作權
 不要直接複製貼上文字到維基百科，這樣是侵犯他人著作權的。維基百

科不經允許而隨便轉載這些內容，這是違法行為。
 當然，你也可以嘗試以自己的話改寫上去。
 只允許維基百科轉載的作品、以及禁止商業使用的圖片，不適合張貼在

維基百科上。
 但是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之下，部分具有版權的作品可以不經允許，以

「合理使用」名義來進行最小化的引用。如果您不太理解什麼是「合理
使用」或有任何疑慮，請直接把作品當成不能轉載到維基百科。



第五點：編輯時不應該進行吹捧、必須
保持中立
 維基百科的條目力求堅持中立的觀點，也就是說，它們既不會「支持」，

也不會「反對」任何特定的主題。在進行正確引用來源時，對該主題的
適度讚美或批評是當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您的條目應該從中立的視角
來看這些評價。僅僅寫事實就足夠了，不要去額外寫你自己的觀點。條
目必須公平地、按合理比例地、無偏見地展現所有重要觀點。

 僅對其主題進行攻擊的條目可能會被刪除，而僅褒揚某一主題的條目也
可能被會被刪除，或被其他人用中立的語氣徹底覆寫。

 而吹捧只會降低條目的中立性，所以應該避免。最常見的吹捧是使用華
而不實的言語，如傳奇的、偉大的、領先的、一流的、前沿的以及創新
的。



第六點：不要因為一時被退件而灰心
 很多新手在剛上路期間，都會因為怕編輯的語法用錯或是條目有語病而

不敢大幅度地去編輯或是增修條目。
 但是請各位務必記得：這些在社群中活躍的老人們，幾年前也曾經是新

手而已。
 在編輯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社群內跟其他人提出，不用顧忌（Ｏ



維基百科的編輯方式有分兩種
視覺化編輯和原始碼編輯

本段12~16頁引用：
由台灣維基媒體協會上傳至Wikicommons，File:維基百科編輯：簡易入門教學.pdf ，Page 14-15，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7%B6%AD%E5%9F%BA%E7%99%BE%E7%A7%91%E7%B7%A8%E8%BC%AF%EF%BC%9A%E7%B0%A1%E6%98%93%E5%85%A5%E9%96%80%E6%95%99%E5%AD%B8.pdf


視覺化編輯的特色
透過視覺化編輯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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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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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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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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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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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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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碼編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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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碼編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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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碼編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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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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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那麼多，下一段我們
終於要帶領各位進行第一次的編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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