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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團隊過去成功研發書寫工具的應用系統—「神來 e 筆」，在漢字的輔助學習上具

有革命性的突破。本研究團隊以多年來所累積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進一步關注到華語文字

詞辨識的領域。漢字有其異於其他語言文字的獨特性，尤其是字的辨識、書寫以及字詞間

的關係，是許多有志學習華語文者經常面臨的挑戰，缺乏有效的學習策略與學習工具，也

使其產生對於學習華語文望而卻步的情形。此外，面對新世紀科技浪潮的衝擊，書寫的形

式由傳統紙筆轉向電腦打字，文字書寫在生活中的比例降低，然而在學習華語文的層面上，

「字」、「詞」的辨識與學習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因此，針對在漢字字詞識讀，進而延

伸到閱讀能力的學習模式與策略上，有其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二、文獻探討 

1. 第二語言的識字組詞教學 

外國人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與本國人學習母語至少在兩方面明顯有別：首先，外國

人初學中文時，不像母語人士已經具備漢字語音與語意的基礎。除了辨識中文字形之外，

第二語言學習者必頇同時進行形、音、義三者的連結。再則，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以成人居

多。相較於學童，成人具備良好的知覺能力，重視規則與理解。因此教學設計上除了舉例

示範之外，應特別重視規則解說（李蕊，2005）。 

中文識字教學在利用部件拆解字形時，若能謹慎維持部件本身的音、義完整，相信更

有助於文字的記憶與學習。舉寫字為例，傳統上都是將漢字依筆畫、筆順拆解，然而構成

楷書的「筆畫」部件並沒有明確的音、義，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記住每個字的筆畫

與筆順十分困難。改以部首、偏旁拆解文字則是更好的選擇，理由如下：(1)利用部首、偏

旁切割文字後，依據兩者相對位置，有助於判別漢字的知覺類型。(2)因為部首、偏旁對於

文字的音、義多少有些提示作用；相同部首的文字通常語意相關，相同偏旁的文字通常發

音相近。(3)從寫字教學的觀點來看，部首與偏旁的相對位置單純而明顯，以部件來說明書

寫次序，相對於筆順顯得簡單許多。 

針對詞彙學習的策略，周健、廖暑业(2006)提出，華語詞彙的詞義系統性和網絡性是客

觀存在的，應利用詞義系統性有效擴大學習者的詞彙量，運用的策略是，單音詞的教學要

突出形音義系聯原則，合成詞的教學要突出語素分析原則，但在教學中對於少數非語素結

合義或詞義發生轉化的合成詞側重講授其整體意義，不做語素分析，要求學生整體記憶，

而對於那些語素義與詞義有直接關聯的詞，則先分析語素義，再理解其整體意義。方麗娜

(2003)則提出了詞彙教學應結合識字教學、語法教學、語篇教學與文化教學等，使課堂教學

更為生動、有趣，教學質量愈見成效。 

2. 華語文正體字與簡體字 

費錦昌曾在〈海峽兩岸現行漢字字形的比較分析〉中以台灣〈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為

基礎，和大陸的〈常用字表〉、〈通用字表〉做對照，在這三表中有 4786 字是共有的，其中

字形相同的有 1947 字，佔 41%。形近似的有 1170 字，佔 24%，這還可以細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筆畫數相同，個別筆形或筆畫組合或間架結構稍有差異的有 674 字；第二、筆畫數



目不同，字形相近的 175 字；第三、筆畫數不同，個別筆形或筆畫組合或間架結構也稍有

差異的有 321 字。字形完全不同的有 1669 字，佔 35%。這 1669 字僅管是歸在兩岸字形完

全不同的部份中，然而從字的外形筆畫依稀可以分辨出相近之處，並非是兩個完全不同的

結構。 

正體字與簡體字相近字達 24%，雖說完全不同但也能在微毫處看出共通點的字佔

35%，透過這些正體字與簡體字共有的字，來檢驗正體字簡體字辨識模式該如何建構。當

辨識模式形成了一個系統之後，自然可以由此 2839 字作為基礎，推而廣之到所有的簡體字。 

3. 華語文的數位學習 

傳統將學習資源置於網頁上的單向學習方式，學習者藉由教師所預先準備好的教材，以網

頁、動畫或是影音串流的方式，讓學習者可在任何有電腦與網路的地方學習。然而，這樣

的學習方式無法讓學習者感到有參與感。因此，如何將 Web 2.0 相關技術與概念，導入學

習進而形塑集體智慧，成為目前遠距學習的熱門課題。在國外的一些有關於將 Web 2.0 概

念導入學習的研究中，Lowe 與 Williams 提到：「課堂中的部落格寫作削弱了老師的角色，

強迫學生學習成為負責的寫作者，並將寫作視為重要的社會活動，在公開的部落格論壇中

獲得公眾的回應」（Lowe and Williams, 2004:2）。Miller 與 Shepherd 也提到：「從課堂筆記

到知識部落格的轉引演化，也絕非毫無阻力的暢順，不同文類間的接軌需要「新意與舊意

間的激盪重整、限制與機會的融合包容、意識型態間的折衝協商，這是一個重新尋找合宜

定義與有效意識型態的過程」、「打從部落格出現以來，它就以指數的方式成長變化著，科

技發展革命性地將形形色色的先行文類結合在它身上，這在其他的例子上是看不到的。部

落格是複雜難辨的修辭混種，並從所有這些文類中遺傳了不同的基因。」（Miller & Shepherd, 

2004:2）。Brooks 等觀察指出，由學生組成的小團體共同經營網誌，可以促進同儕討論，其

中，百分之六十的學生回應，透過網誌集體書寫與協作管理最有助於撰寫課堂作業 (Brooks, 

2004)。 

因此，針對以第二外國學習語言的學習者，我們不但必頇設定以字的學習策略、更要

設計不同於以往的單調網站學習資源，提供類似部落格這種以 Web2.0 為基礎的學習者集

體智慧匯集管道，這種嶄新的學習方式，讓學習者不但可以共享華語文學習資源，更可以

在學習過程中加入以學習者本身文化背景為基礎的詞彙詮釋方式，共創華語文學習資源。 

三、研究方法 

    本計畫為一整合型發展計畫，其中包含四項子計畫，各分項計畫之發展重點擇要說明

如下： 

1. 子計畫一：以閱讀研究為基礎的華文識字學習策略與系統研發 

    以漢字部首、偏旁的間架結構作為發展第二語言識字的基礎，從中發展出符合知覺組

織特性的辨識策略，使學習者能產生對於漢字正確辨識的意識，並以在台學習華語文之外

籍人士為對象進行上述學習策略的實證研究。透過實證研究的成果，篩選出有助於識字學

習的關鍵因素。將相關設計理念擴及完整的常用字庫，發展出可輔助各家華語文教材的識

字學習工具，並以海外之華語文學習者為對象進行教學實驗。 

2. 子計畫二：華語文組詞之學習策略與教材發展 

    以提昇華語文閱讀能力為前提，以持續強化學習者之組詞以及應用能力為目標，透「以

字帶詞」的學習策略，以作為發展習得組詞教材教法之基礎。將詞彙學習策略融入字詞輔

助學習工具與教學管理平台，進一步發展出學習組詞的數位課程教材教法。 



3. 子計畫三：華語文之正體字簡體字辨識模式之建構 

    蒐集華語文簡體字造字原則（含官方及民間版本）之相關資料與文獻，以漢字部件分

解的觀點分析簡體字與正體字之間的演變關係，從中歸納出簡體字者轉換至正體字時辨認

上的規律，並透過實驗法加以驗證，進一步發展出有效辨識的策略。 

4. 子計畫四：發展基於華語文字詞彙之維基知識庫與學習平台 

    基於 Web 2.0 的知識共享精神，透過建立雙向的文章訂閱管理機制、網頁文章推薦機

制、標籤以及部落格等功能，並融入字詞學習，結合維基知識庫的技術，打造所有使用者

共同維護與擁有的集體智慧，凝聚華語文學習知識，同時配合子計畫二技術需求而規畫詞

彙學習平台。 

    總計畫主導以上四個分項計畫的研究核心，同時扮演整體計畫之管理及成果匯整的角

色，發展的重點在於各分項計畫之協調與進度掌控，說明如下： 

1. 建立計畫管理之工作模式 

    為使計畫進行期間能有效的推展，於計畫執行初期訂定團隊工作制度，包括器材的共

享與使用規範、經費的動用與管理方式、相關文件檔案的共享等，依此工作模式作為統整

及管理各分項計畫的基礎。 

2. 協助計畫間之橫向聯繫 

總計畫在此整合計畫中扮演子計畫間的協調及時程掌控的角色，包含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

之字詞學習策略整合、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三之正體字與簡體字之整合、子計畫四與子計畫

一、二、三之平台整合等，透過定期召開之計畫管理會議建立子計畫間的溝通管理以及進

度的掌握。 

3. 參與研究之相關機構的協調 

    各個計畫均有需要華語文學習機構協助參與研究的部份，例如教學實驗、學習系統測

試等，對象包括在國內學習華語文之外籍人士、華語文教師等，因此，配合各計畫之研究

需求，由總計畫統籌協調尋求華語文學習機構的協助，並建立合作的模式。 

四、結果與討論 

  本整合型計畫之成果歸納如下： 

1. 完成字詞輔助學習工具 

 整合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字詞輔助學習輔助工具（暫名為「學文

Easy Go!」，如圖 1）。一方面以部件拆解的學習策略協助學習者迅速掌握漢字的間架結構，

以提高學習漢字的成效；另一方面透過以字帶詞的詞彙學習策略，輔助學習者快速建立識

詞的意識，以輔助詞彙的記憶與學習。同時能幫助教師在進行字詞教學時，減輕教學準備

的負擔，使教學過程更加流暢。 



 

  

 

圖 1 「學文 Easy Go!」系統畫面  

 

2. 完成符合維基知識庫為精神之華語文教學管理平台 

    以線上教學平台 IWiLL Campus 作為輔助字詞學習的環境（如圖 2），一方面輔助教師

對多種教學元件進行保存與管理，設計符合自己課程所需的教材，甚至與網路社群中的成

員分享；另一方面，學習者可以不受時空限制進行教材的瀏覽，在線上進行字詞的反覆練

習，或是與其他成員進行討論與互動，延伸課堂的學習。 

 

圖 2 IWiLL Campus 教材畫面 

 

3. 完成由簡識正教學策略與模式 

利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 》、《常用字表》、《通用字表》，找出共有的 4749 個常用字，而

其中筆畫字形不同者共有 1639字。歸納出六種類型：完全不同字、同音近音字、草書楷化

字、共用一個簡體字、偏旁字和部件輪廓相似字。以此為基礎，建立由簡識正之教學策略

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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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成果自評 

 

整體計畫 KPI 達成情形：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目前達成 

數值 作者 篇名 期刊名稱 

投稿狀況（預備

投稿、審查中或已

被接受） 

論文著作 
國際期刊發表

（SSCI, SCI） 

             

2 篇 

Wen-Bing 

Horng and 

Chun-Wen 

Chen 

Revision of Using 

Eigenvalues of Covariance 

Matrices in Boundary-Based 

Corner Detection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vol. E92-D, 

no. 9, pp. 1692–1701, 

Sep. 2009.(SCI) 

已被接受 

Wen-Bing 

Horng and 

Chun-Wen 

Chen 

Optimizing Region of 

Support for Boundary-based 

Corner Detection: A Statistic 

Approach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s, vol. E92-D, 

no. 10, pp.–, Oct. 

2009. (SCI) 

已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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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目前達成數值 參與學校系所名稱 合作之產業機構名稱 備註 

研究團隊

養成 

相關系所參與並與產業

界合作 

是 ■ 

否 □ 

形成團隊 

 一筆通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台北市教育局— 

大湖、光復、福德國小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淡江大學國際交流暨國

際教育處 

  

   美國愛荷華大學中文系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目前達成數值 姓名 學校 系所 碩士或博士 

博碩士培

育 
每所碩、博士之培育 

博士  3 人 

碩士  5 人 

陳俊文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生 

陳振祥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生 

詹孟蓉 淡江大學 中文系 博士生 

林昆輝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 碩士生 

黃信維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生 

吳兆民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生 

雷珵麟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生 

張愷達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生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目前達成數值 使用對象 

(如：文化背

學習者程度 

（如：初級、

專業領域 

（如：旅遊、文

教學重點 

（如：發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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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學習條件…) 中級、高級） 化…） 力、閱讀…） 

形成工具 
字詞輔助學習工具 

華語文教學管理平台 

   1 件工具 

   1 件平台 

不限 初級以上 搭配〈實用視聽

華語〉教材 

1.形、音、義整

合 

2.手寫練習 

不限 不限 不限 識字認詞(對字

詞產生正確辨

識的意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