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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書性質屬臺灣華語文應用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的使用手冊，內

容涵蓋語料庫索引典，華語文能力基準的漢字、詞語、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例句編輯輔助系統，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及在辭典

編輯應用、近義詞的查詢與辨析、和教材與課堂教學的綜合應用。 

2013 年時，教育部為提升臺灣在華語文教育的品質及效能，因此於華語文

教育八年計畫中將「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列為建構永續發展基礎計畫，

並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執行。內容涵蓋建構華語文能力指標，建置華語文應用語料

庫，應用語料庫以建置華語文漢字、詞語及語法點分級標準，及辦理相關的應用

推廣工作。 

至 2020 年，在建置應用語料庫，已完成建置華語文書面語、口語、中介語、

華英雙語語料庫及通用詞頻表，定名為「臺灣華語文語料庫」（英文名稱為 Corpu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andarin，簡稱 COCT）。在建置標準體系，完成華語

文三等七級能力指標與漢字、詞語、語法點分級標準，定名為「臺灣華語文能力

基準」。而且，完成第 1～5 級詞語的情境分類和第 1～3 級詞語例句等資訊。另

外，在建置臺灣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過程，同時發展多個應用系統，並建置

「臺灣華語文語料庫與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入口網站（網址：

https://coct.naer.edu.tw），提供使用者方便應用，且是科技整合應用於華語文教學

的新發展。本書為計畫部份成果的 5 本專書之一，其中已出版的有《遣辭用「據」

－臺灣華語文能力第一套標準》及《臺灣華語文語料庫－華語文教與學的必備工

具》。 

該計畫已辦理多場應用工作坊，詳細介紹如何應用，並與全球華語文教育專

案辦公室合作，將課程製成影片，網址為：簡介及基礎應用 https://reurl.cc/20Ela4、

https://reurl.cc/lV7ap6 ； 進 階 應 用 及 實 作 https://reurl.cc/4RWbYj 、

https://reurl.cc/O1jRQ3。而且，國立空中大學數位華語文中心亦製作【華師增能

篇】華語教師不可不知的語料庫系統 A Corpus That Chinese Teachers Must Know!! 

教學影片（網址為 https://youtu.be/yojmaAZ897A），簡介系統應用。本整合應用

系統使用者來自世界各地，平均每月超過 1 萬 3 千人次使用，點擊次數超過 23

萬次，而且今年使用數超過去年的 2 倍以上。 

本書能順利完成，感謝「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計畫各主持人、專家

學者、華語文教師、本院研究人員及計畫參與人員對計畫的努力及貢獻。編撰小

組同仁的編撰校對。最後，本書雖然力求完善，一定有可以更圓滿的地方，敬請

專家指正。 

林慶隆  謹識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中心主任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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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臺灣在華語文教學雖然頗具口碑，惟缺乏標準體系、大型語料庫及應用系統，

影響教學、教材設計及測驗評量的效能，說明如下： 

 

一、華語文教學缺乏標準體系 

華語文標準體系包括能力指標及漢字、詞語及語法點的分級標準。分析臺灣

四部最重要的華語文教材中，共同收錄的生詞僅占 9.8%；華語地區四套最常用

的教材，共同收錄的語法點也僅為 13%；多份華語文字表，共同收錄的漢字差異

亦很大。顯示因為缺乏華語文標準體系，教材編撰者編寫教材時，多依主觀經驗

選用漢字、詞語及語法點。作為教學及測驗評量參考使用的教材差異如此大，教

學及測驗評量亦會有類似情形。 

 

  就如中小學教學需要課程綱要，華語文教學亦需要標準體系做為課程指引，

以提供學習者在各學習階段應知和應能為何，學習才能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有系

統的進行，確保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華語文標準體系建置缺乏大型華語文語料庫及應用系統 

  華語文標準體系建置若能依據語言實際使用情境，則更能符合學習的需要。

語料庫建置大量實際使用的語言資料，是最好的選擇。語料庫經由應用系統分析，

統計漢字、詞語、語法點及搭配詞的真實使用語境和頻率，可以應用在建置華語

文標準體系；也可以提供詞義分析及例句編寫等應用在華語文教學。然而，2013

年當時國內缺乏大型華語文語料庫，自然也無應用系統。 

 

  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應用語料庫完成華語文漢字、詞語及語法點分級標

準，而沒有線上査詢系統，及未與語料庫及應用系統整合，都將影響其在華語文

教學、教材設計及測驗評量的有效應用。 

 

上述問題的解決方式如下： 

一、建置華語文語料庫及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 

  為了建置華語文語料庫及研發具實證基礎的華語文能力指標和漢字、詞語及

語法點分級標準，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稱本院）邀請學者專家成立諮詢團隊並

組成語料庫組、能力指標組、漢字組、詞語組及語法組等 5 個研究團隊進行研發

建置；除了研究團隊人員研究外，也召開超過百場各類學者專家諮詢會議，其中

包括全面徵詢華語教學系所、華語文教學中心及華語文學術社團。參與研發諮詢

專家之多及廣，在華語文教學界可謂空前；歷經 6 年完成臺灣華語文能力第一套

標準體系及建置最新且最大的華語文語料庫及多套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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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料庫建置，本院已建置四類型語料庫，包括書面語語料庫約 4 億 1,000

萬字（含新聞語料共 31 億 7,100 萬字），口語語料庫約 3,440 萬字，雙語語料庫

約 1,160 萬字，中介語語料庫約 147 萬字。並配合標準體系建置開發多套應用系

統。 

 

  在標準體系建置，本院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已完成聽、說、讀、寫、譯三

等七級能力指標，完成三等七級 3,100 個漢字字表及 14,470 個詞的詞語表、73 個

類詞綴；並完成第 1 級至第 5 級 496 個語法點及例句編寫。在與國際指標接軌，

完成與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ACTFL）及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之「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依據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指標，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能力指標的等

級對應。 

 

華語文標準體系是依據教育部華語文八年計畫所研發，因此正式名稱參考歐

洲漢語能力基準（European Benchmark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EBCL），訂為

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英文為 Taiwan Benchmark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簡稱

TBCL）。從 TBCL 與 TOCFL 對應圖，發現在聽力、閱讀及寫作，TBCL 的第 1

級及第 2 級都在 TOCFL 入門級（A1）以下；在口說，TBCL 的第 1 級在 TOCFL

入門級（A1）以下；顯示 TBCL 確實達成華語文專家學者深切期待的建構具華

語文特性之能力基準的目標。 

 

二、建置華語文語料庫與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 

為了提供使用者更容易的應用，本院將華語文分級標準分別建置「漢字分級

標準檢索系統」、「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等線上

查詢系統。而且，將研發標準體系使用的「國教院索引典系統」、「華英雙語索引

典系統」、「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語義場關聯詞査詢系統」、「例句編輯輔助

系統」、「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等系統開放使用。 

 

  然而，各系統各有自己的網址，使用者不易應用，因此本院將其整合建置「華

語文語料庫與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網址：https://coct.naer.edu.tw），提升使用

者應用的效能。 

 

  華語文語料庫與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平台除了單一入口服務，並具備下述

多面向服務優點，提供華語文教學、教材設計、測驗評量及研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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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華語文語料類別最完整、內容最新、數量最多的語料庫 

  本平台建置有華語書面語、口語、中介語及華英雙語等四類語料庫，為臺灣

華語文語料類別最完整語料庫；這四類語料庫建置的語料都是最新，且數量最多。 

 

其中，書面語語料庫內容涵蓋 2008 年以後，哲學及宗教類、科學類、應用

科學類、社會科學類、史地類、語言文學類、藝術類、商業及金融類、休閒類等

多元文章，約 4 億 1000 萬字（含新聞語料共 31 億 7,100 萬字）。口語語料庫內

容則涵蓋 2008 年以後之法政軍事、財經、時事、科學、生活時尚、文教藝術等

多元電視節目的語音及文字，約 3,440 萬字。由於，語料最新且數量最多，可使

詞語及語法點的使用頻率、可能義項及前後搭配詞的分析，更具信效度並符合華

語文目前實際語用情境。 

 

中介語語料庫內容包括臺灣各大學華語文中心的華語學習者提供的作文，及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授權的學生考試語料，共約 147 萬字。內容包括題

目、性別、文體（口語、書面語）、作者母語、能力等級、性質（限時考試、不限

時作業）等資訊。華英雙語語料庫內容涵蓋臺灣特色的文學、科學、財經、藝術、

思想、文化、全球、休閒等議題，中文共約 1,160 萬字。 

 

二、具有線上査詢漢字、詞語及語法分級標準 

華語文分級標準包括三等七級漢字 3,100 個、詞語 14,470 個及類詞綴 73 個，

也包括第 1 級至第 5 級 496 個語法點。數量龐大，不易使用。因此，本平台建置

「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及「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

系統」，提供使用者査詢漢字、詞語及語法點的等級，漢字、詞語在書面語及口

語中的使用頻率，及語法點例句。 

 

三、整合應用語料庫、標準體系及自然語言技術並單一入口服務 

除了上述語料庫及標準體系的應用系統，本院更將上述內容整合應用自然語

言技術，建置「語義場關聯詞査詢系統」、「例句編輯輔助系統」、及「作文錯別

字自動批改系統」等系統。不過，各系統各自有自己的網址，使用者不易記住，

因此本院將這些系統整合建置單一入口網站（網址：https://coct.naer.edu.tw）（圖

1），提供使用者一站式的服務。 

 

本院為了讓華語教育相關人士了解且應用此系統，除了辦理多場工作坊及競

賽活動；並受邀於各大專院校專題演講及於教育部華語教學人員赴美、德、俄任

教之行前培訓課程，分享如何應用；目前已有很多華語文教師及研究者使用，使

用人次超過百萬及有多篇論文發表。而且，本院與全球華語文教育專案辦公室合

作，將北區工作坊課程製作成數位教學影片，詳細介紹與實作應用，網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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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簡介及基礎應用 

https://reurl.cc/20Ela4、https://reurl.cc/lV7ap6 

II. 進階應用及實作 

https://reurl.cc/R1oKle、https://reurl.cc/4RWbYj、https://reurl.cc/O1jRQ3 

本書將進一步說明分別如何使用。 

 

圖 1-1 臺灣華語文應用語料庫與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入口網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850s&v=twHAPGxc9VA
https://reurl.cc/lV7ap6
https://reurl.cc/R1oKle
https://reurl.cc/4RWbYj
https://reurl.cc/O1jR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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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語料庫索引典 

索引典（Concordance）是指在語料庫中，將資料的重要字詞，依某種邏輯順

序排列成表，來標示其在原語料的位置，以利於語料的檢索。索引典是搜索語料

庫最強而有力的工具，可以找到單詞、短語、標籤、文件、文本類型或語料庫結

構（國家教育研究院，2003 年）。索引典可以分類、分析、計算，以及進一步處

理獲得所需的結果。本章依序按索引典介面、萬用字元及 CQP 檢索語法介紹。 

 

第一節、索引典介面 

索引典具有查詢功能和分析能力，語料庫基本上具有下列功能：KWIC（關

鍵詞索引）、搭配詞（Collocation）、語料庫查詢語言（Corpus Query Language, CQL）、

詞頻表、近義詞、雙語平行語料庫、詞彙特性素描（Word Sketch）、詞串。 

 

圖 2-1 國教院索引典系統（https://coct.naer.edu.tw/cqpweb/） 

  

 

「國教院索引典系統」包括：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0、COCT 口語語料庫 2016、

COCT 口語語料庫 2017、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COCT 中介語語料庫 2016、

COCT 中介語語料庫 2019、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6、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7、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5（排序由左至右、

上至下）。COCT 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華語文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Mandarin）的英文縮寫，包括四種不同類型的語料庫：口語、中介語、

書面語及華英雙語。以下以「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查詢系統為例，說明

索引典的介面。本系統語料來源為本計畫截至 2019 年止（2014 年～2019 年）所

蒐集之書面語，總字數約為 4 億 5 千萬字，其介面如下圖 2-2： 

 

https://coct.naer.edu.tw/cqp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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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的介面 

 

 

索引典介面主要分成 4 區，左邊主要是 Menu（功能選單）：Corpus queries

（語料庫查詢）、Saved query data（儲存查詢資料）、Corpus info.（語料庫資訊）。

語料庫查詢則具有五種查詢模式：Standard Query（標準查詢）、Restricted Query

（限制查詢）、Word lookup（詞語檢索）、Frequency lists（詞頻列表）及 Keywords

（關鍵詞），如圖 2-3。 

 

圖 2-3 Corpus queries（語料庫查詢） 

 

 

第一種、Standard Query（標準查詢） 

在此模式中 Query mode（查詢模式）有下拉選單，共有三種選項：Corpus 

Query Processor Syntax（CQP 語法）、Simple query(ignore case) （簡易查詢（不

區分大小寫））和 Simple query(case-sensitive) （簡易查詢（區分大小寫）），如圖

2-4。 

 

 

 

 

標準查詢 

限制查詢 

單字查詢 

詞頻列表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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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的 Standard Query（標準查詢）介面 

 

第二種、Restricted Query（限制查詢） 

此模式的介面分為五區，左邊同樣仍是 Menu（功能選單）：Corpus queries

（語料庫查詢）、Saved query data（儲存查詢資料）、Corpus info.（語料庫資訊）。

右邊除了 Restricted Query（限制查詢）的搜尋外，多了條件限制的欄位，也就是

選單 Select the text-type restrictions for your query（文本限制設定），分別為類別

和出版年份，此設定可以針對特定的類別和年份縮小搜尋範圍，詳見圖 2-5 中的

選單，其類別項下有應用科學類、藝術類、商業及金融類等等，出版年份選項則

從 1986 年至 2019 年。 

圖 2-5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Restricted Query（限制查詢）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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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Word lookup（單詞查詢） 

此模式相較於 Standard Query（標準查詢），其輸入指令的相關設定也較多，

且輸入指令的介面也全然不同，如圖 2-6 中的欄位。從圖中發現輸入的指令多了

「Show only words…」（僅顯示單字……）這個欄位，此欄位有四個選項：starting 

with（始於）, ending with（結束於）, containing（包含）, matching exactly（完全

符合）；starting with 是搜尋以關鍵字作為起始的詞表；ending with 則相反，是以

搜尋關鍵字作為結尾；containing 則是會列出有關鍵字的全部詞條；matching 

exactly 則是要完全符合關鍵字的搜尋模式。此外，此搜尋模式可以直接於介面上

選擇是否顯示詞性，詳參附件〈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1。 

 

圖 2-6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Word lookup（單詞查詢）的介面 

 

 

 

第四種、Frequency lists（詞頻列表） 

詳見圖 2-7。本項下有「View frequency list for」（詞頻列表）和「View a list 

based on」（以～作為基準的詞表）兩項功能，「View frequency list for」（詞頻列

表）是選擇來源，也就是各類的語料庫。另一欄則是「View a list based on」（以

～作為基準的詞表），可選 Word forms 單詞和詞性。下半部的介面（Frequency list 

option settings 詞頻列表選項設定）也有其他的設定，例如「Filter the list by pattern 

- show only words/tags」（按照模式分析列表：僅顯示單字和標誌）選項則有四：

starting with（始於）, ending with（結束於）, containing（包含）, matching exactly

（完全符合），其用法如同 Word lookup（單詞查詢），詳見圖 2-8。 

 

 

 

 

                                                        
1 檢附中研院表六〈中研院平衡語料庫詞類標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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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Frequency lists（詞頻列表） 

 

 

圖 2-8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Frequency lists（詞頻列表）的 Frequency list option settings 

 
 

 

第五種、Keywords 關鍵詞 

藉由兩種不同的語料庫互相比較，此功能可觀察語料在不同語料庫的使用

頻率，其比較百萬詞頻為單位，如圖 2-9。 

圖 2-9 書面語語料庫 Keywords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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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萬用字元 

Query mode 中的 Simple query檢索可以配合萬用字元使檢索方式更加多元，

萬用字元是指：?、＊、+等字元。 

 

1. ? ：代替一個中文字元，例如：?書→「婚」書、「證」書、「漢」書、「叢」

書……。 

 

 

2. ＊：前字重複 0～N 次，例如：哈*→哈、哈「哈」、哈「哈哈」；副* →

副、副「手」、副「作用」、副「總統」、副「院長」……。 

 

 

3. +：代替 1～N 個字元，例如：副+ →副「手」、副「作用」、副「總統」、副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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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單獨使用之外，也可以藉由簡易查詢及萬用字元的搭配使用，查到更

適合的結果。 

1. 字_詞性，例如：把_Nf→一「把」、一「把」蔥。 

 

 

2. 搭配萬用字元 

A. 例如：「把_N*」→手「把」、火「把」、掃「把」、拖「把」。

 

 

B. 例如：「+把_N*」→車「把」、火「把」、手「把」、掃「把」、拖「把」。 

 

 

C. [  ,  ] ：內的字詞符合任一即可，例如：[台,臺]灣→臺灣、台灣。 

 

 

 D. (  |  )：會搜索語料庫內的所有詞（類），例如：喜歡(我|你) →喜歡我、

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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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數字,數字}：可限定夾帶的詞的數量，例如：一(+){4,6}就。  

 

 

 F. <<數字>>：前後關鍵字字詞的順序不固定，且限制夾帶的詞的數量，例

如：一 <<3>> 就。 

 

 

 G. >>數字>>：前後關鍵字字詞的順序固定，且限制夾帶的詞的數量，例如：

一>>3>>就。 

  

 

 

 

 

 

 

 

 

 

 

 

 

 

 

 

 

 

 

 

 



13 
 

第三節、CQP 檢索語法使用 

 Simple query檢索在查詢上仍有其限制，因此，就需要使用 CQP 語法， CQP

語法能提供更細緻的查詢功能。例如，CQP 語法可以排除標點符號，讓搜尋範圍

限定於一個句子內。 

 

  

CQP 語法的基本使用原則為一個方框只能使用一個詞，例如：[word="快樂

"]，如圖 2-10；如果想要一次查詢兩個詞彙以上，則需鍵入[word="   "][word="   

"]，例如[word="台北"][word="捷運"]，詳見圖 2-11。 

 

圖 2-10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快樂"] 

 

 

圖 2-11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台北"][word="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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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限制詞性的方式 [pos ="   "]調整搜尋的內容，另一種則是[pos!="   "]，

此用法是為了搜尋關鍵詞性以外的詞。此處將以[pos="Nf"] [word="電話"]將搜索

限制於量詞，可看出量詞有「次、個、通」等，如圖 2-12。或是輸入

[pos!="Nf"][word="電話"]，則是排除量詞的檢索，顯示「張老師、以、的」等非

量詞的詞，詳見圖 2-13。 

 

圖 2-12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pos="Nf"] [word="電話"]檢索結果 

 

 

圖 2-13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pos!="Nf"][word="電話"]檢索結果 

 

 

 為了要得出更加精準的結果，語法指令也會更加的複雜，例如想要觀察量

詞「頭」的使用方式時，有幾種語法指令可以輸入，也會得出不一樣的結果。

第一個、[word="頭"] []；第二個、[word="頭"&pos="Nf"] []；第三個、[word="

頭"&pos="Nf"] [pos="Na"]，結果分別如圖 2-14、圖 2-15、圖 2-16。 

 

圖 2-14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頭"] []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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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頭"&pos="Nf"] []檢索結果 

 

 

圖 2-16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頭"&pos="Nf"] [pos="Na"]檢索結果 

 

 

 如前述所言，圖 2-14、圖 2-15、圖 2-16 都是以[word="頭"]為例。第一組指

令[word="頭"] []，因為「頭」本身具有名詞跟量詞的特性，又因指令不夠精準，

故無法判定是要搜索名詞的「頭」、還是量詞的「頭」，所以得到圖 2-14 的列表，

並於此列表中同時觀察到兩種詞性的使用方式及搭配。第二組指令[word="頭

"&pos="Nf"] []，因有設定 pos="Nf"，也就是將詞性限定為量詞，所以圖 2-15 出

現量詞的比例較高，例如：「一頭金髮」、「這頭豬」等。但和第三組指令（[word="

頭"&pos="Nf"] [pos="Na"]）相較，給予更多指令的結果如圖 2-16，明顯能看出僅

有一條詞條並非量詞。換而言之，給予的指令越詳細，便能得出越精確的結果，

例如：「一頭金髮」、「這頭豬」、「一頭亂髮」、「這頭長髮」等。 

 

 因為中文的特殊性，以離合詞為例，如：「畢不了業」、「見了面」、「睡了一

覺」……等詞。當想要運用語料庫搜尋離合詞時，僅需鍵入[word="見"] []*[word="

面"]，便會出現下圖 2-17，檢索結果有「見過面」、「見了面」、「見人愛、不好看

等等，將它們分為正、中、負三面」、「見過他的頑皮樣，他成了城市隱士，只在

吃飯時出來露個面」。 

 

圖 2-17 離合詞「見面」部分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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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7「見面」有嚴重跨句的現象，例如圖 2-17 中的第四句例句：「見人愛、

不好看等等，將它們分為正、中、負三面」，所以為了要避免如圖 2-17 中的狀況，

便要利用較為複雜的指令達成較細緻的成果，以下方法有二： 

 

1.  [word="見"][]{1,5}[word="面"] 

第二個[  ]後面加上大括號{ , }並填上數字，用意為限制中間詞組的字數，

以便達到以下這些成果，例如：「見過面」、「見了第二次面」、「見不到面」等等，

詳可見圖 2-18。 

 

圖 2-18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見"][]{1,5}[word="面"]檢索結果 

 

 

2. [word="見"] [word!="，|。"]* [word="面"] 

此指令的目的是對標點符號設限。藉由限制「見」、「面」兩字當中不出現標

點符號，以達成不跨句的成果，例如：「見過面」、「見了面」等等，其他例子可

詳如圖 2-19。然此種指令只適用於書面語索引典，因口語索引典語料並未使用標

點符號，故不適用。 

 

圖 2-19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見"] [word!="，|。"]* [word="面"]檢索結果 

 

 

 圖 2-18 及圖 2-19 所下的指令方向不太相同，但藉由這兩組指令，均可完成

限制例子「見面」當中的文字數量及標點符號，使得成果更加的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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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進階功能 

使用萬用字元或CQP語法檢索後，便能看到下圖2-20語料庫所呈現的介面，

此圖是以「出口」一詞為例，可看出檢索基本資料，例如：筆數、文本、百萬詞

頻2、總字數及文本等。 

 

圖 2-20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結果介面 

 

 

 

 

除了以上的基本查詢之外，圖 2-20 介面的右上方還有「再查詢」。「再查詢」

包含了：Thin 語料隨機取樣、Frequency breakdown 頻率列表、Distribution 詞彙

分布、Sort 按前後文排序、Collocation 搭配詞統計、Download 下載查詢結果、

Categorise 樣本分類標記、Save current set of hits 儲存關鍵字。 

 

圖 2-21 查詢結果介面中的「再查詢」 

 

 

 

除了基本詞語的查詢之外，為了展現 CQP 語法結果與 Simple Query 之間的

差異，以下以[word="頭"&pos="Nf"] [pos="Na"]作為例子。 

 

 

 

 

 

                                                        
2 每百萬字中會出現幾次。 

關鍵字 共找到 10817 筆 

分布在 6649 個文本中 

語料庫總字數、總文本 

每百萬詞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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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2019 書面語語料庫檢索[word="頭"&pos="Nf"] [pos="Na"]檢索結果 

 

 

從上圖 2-22 中可觀察出此組指令於書面語語料庫中一共找到 6914 筆，分布在

4837 個文本中，其百萬詞頻為 21.63 次/每百萬詞。藉由「再查詢」，能夠更深

入搜尋。 

 

1. Thin 

在右上角點選 Thin 後，便會看到圖 2-23 的介面，此欄框可輸入數字或百分

比，再點選 Thin this query 精簡搜尋，即可看到圖 2-24，此步驟能夠從語料庫中

自動選擇出所要的詞條數量，如圖 2-24 所顯示的則為 15 條。 

 

圖 2-23 進階搜尋 Thin 介面 

 
 

圖 2-24 進階搜尋 Thin 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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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equency breakdown 

其步驟同上，右上方點選 Frequency breakdown 後，介面會跳轉至圖 2-25 的

介面。從詞頻彙整的部分可以觀察到常用度比例的高低，例如從此圖 2-25 中便

會發現常用比例最高的為「頭牛」，次高為「頭豬」，以詞性來判斷，均為量詞。 

 

圖 2-25 進階搜尋 Frequency breakdown 搜尋結果 

 

 

3. Distribution 

點選 Distribution 詞彙分布後，便會看到如下圖 2-26 的介面。可從此部分觀

察出此組指令當中關鍵字的使用類別趨向，例如於圖 2-26 中，類別的部分應用

科學類使用量詞「頭」的比例最高，另外還有藝術類、商業金融類等等，另外一

部分「出版年份」則是 2011 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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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進階搜尋 Distribution 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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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ort 按前後文排序 

點選 Sort 後，便會進入圖 2-27 的介面，可藉由點選 Position 位置的部分，再

搭配 Tag Restriction 標籤限制，能夠觀察出關鍵前（左）後（右）文詞組的使用

狀況，如圖 2-27。從圖 2-27 中，可以看出後（右）文是以名詞居多，例如：「牛」、

「王」、「野獸」。 

 

圖 2-27 進階搜尋 Sort 搜尋結果 

 

 

 如圖 2-28 中，倘若在 Position 選擇了 1Left，Tag Restriction 選擇 Na，便能

從此圖表中看出文句裡，置中關鍵字的左方名詞變成了粗體，且有標明其詞性

Na，有助於使用者輕易地分析詞句當中的使用。 

 

圖 2-28 進階搜尋 Sort 介面設定 

 

 

5. Collocation 搭配詞統計 

選擇 Collocation 後，介面將會連結至頁面如圖 2-29，再點選 Create Collocation 

Database，就能夠看到如下圖 2-30 的介面。Collocation 使用主要目的在於觀察詞

組與詞組之間關係的強度，例如於此圖 2-30 中可看出與關鍵字「頭」連結性最

高的詞為「一」、次之則為「九」，均為數字。反而直到序號五之後才開始有名詞，

例如：「驢」和序號九的「牛」，由此可知量詞、數量詞及名詞之間的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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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進階搜尋 Collocation 介面 

 

 

圖 2-30 進階搜尋 Collocation 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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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華英雙語索引典 

本計畫所建置之華英雙語語料庫提供使用者中英兩種語言的雙向查詢，外國

學生可藉由英文做為檢索的媒介，觀察相對應的中文使用方式。 

 

圖 2-31 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以「老師」一詞為例，華英雙語語料庫可以提供「老師」的中英文例句，如

圖 2-32。且於同一介面中，右上方的欄框為英文的對應翻譯，及相關詞的英文單

字，從圖中可以看到部分對應英文翻譯，例如 teacher, professor, instructor 等等，

除了列舉的這三個英文單字之外，往下捲動可以看到更多的對應選項。右下方的

欄位則是搭配詞及其詞性，有助於學習常用搭配詞，從此欄當中可以觀察到系統

介紹了「老師」的詞性：名詞，也列出了常搭配使用的 M（量詞）：位～；N（名

詞）：學校～、國小～、學生～等；P（介詞）：跟～；Vt（動作使動動詞）：當～、

擔任～；N（名詞）：～學生、～們等。此外，右方兩個欄位中的選項均可點選，

以下將以右下方的搭配詞為例。藉由點選自動抽取搭配詞，有助於加深學習範圍，

例如：點選自動抽取搭配詞當中的量詞「位」，便會看到更多中英文的翻譯對照，

如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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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華英雙語索引典以「老師」一詞為例查詢結果 

 

圖 2-33 華英雙語索引典以「老師」一詞為例點選圖 2-32 自動抽取搭配詞中的「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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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對於華英雙語語料庫的論述，可整理出以下三點使用上的優勢： 

（一）、雙語對照例句 

介面將會出現中文及英文的例句，有助於中、英文非母語者模仿學習例句搭

配和句型，以便使學習者能更貼近中、英文母語者句型的使用，如圖 2-34 以英

文單字 teacher 作為例子，下圖 2-35 則是以中文的「老師」作為例子。 

 

圖 2-34 以英文單字 teacher 為例 

 

 

圖 2-35 以「老師」一詞為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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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詞對應翻譯 

可運用在同義詞詞典編輯、語言教材編輯，有助於學習者能同時接觸同義詞

及近義詞。而此欄位所提供的不同翻譯，是按照此關鍵字出現在語料庫的次數所

計，也就是括號中由高到低的數字排序。（廖柏森，2019） 

 

圖 2-36 以「老師」一詞為例觀察自動對應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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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搭配詞語的功能 

在關鍵字搜尋之際，右下方搭配詞的欄位也會同事出現於介面上，其詞性亦

是，且點選搭配詞也能看到搭配詞的中英文例句。 

 

圖 2-37 以「老師」一詞為例觀察自動抽取搭配詞 

 

 

國教院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雙語的取材方式同時支援了中文及英文，運用

兩段不同語言的文章相互對應，有助於華語文學習者複習或是自習。 

 

 

 

 

 

 

 

 

 

 

 

 



28 
 

 

 

 

 

 

 

 

 

 

 

 

 

 

 

 

 

 

 

 

 

 

 

 

 

 

 

 

 

 

 

 

 

 

 

 

 

 

 



29 
 

第三章、 華語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 

台灣華語文能力基準包括華語文能力指標及漢字、詞語及語法點分級標準，

本章將分別介紹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例句編輯輔助系統

及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 

 

第一節、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華語文分級標準包括三等七級（漢字 3,100 個、詞語 14,470 個、類詞綴 73

個及 496 個語法點），數量龐大，本平臺建置「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詞語

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及「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提供使用者查詢漢字、詞

語及語法點的等級，漢字、詞語在書面語及口語中的使用頻率，及語法點例句，

如圖 3-1。 

 

圖 3-1 華語分級標準漢字、詞語及語法點檢索系統 

 

 

以「果」字為例，運用「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搜尋，會出現以下的介面，

圖 3-2。可看出此字級別為第一級，書面語的百萬字頻為 1623 次/每百萬詞，口

語的百萬字頻則是 1945 次/每百萬詞。此外，為了有助於學習華語文，最末一欄

點選後，則會連結至「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詳圖 3-3。學習者可了解筆順，

並運用「生字練習簿」下載字形與格數練習字體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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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漢字分級標準檢索系統「果」字查詢結果介面 

 

 

圖 3-3 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以「果」字為例查詢結果介面 

 

 

 

因中文詞的特殊性，詞的最小單位可以為一個字，故同樣以「果」為例，查

詢「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如圖 3-4，得到含有「果」字的詞，此系統同樣也

會顯示書面詞頻和口語詞頻。不過，最後一欄點選後則會連結至「華語文書面語

索引典」或「華語文口語索引典」的頁面。除了單字詞之外，也可搜索多字詞，

如「蘋果」和「一心一意」為例，詳如圖 3-5、圖 3-6。 

 

 



31 
 

圖 3-4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果」查詢結果介面 

 

圖 3-5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蘋果」查詢結果介面

 

 

 

 



32 
 

圖 3-6 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一心一意」查詢結果介面 

 

「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建置基本常用的語法點共有 496個（林慶隆等，

2020）。以「在」為例，於中文語法中，「在」可以運用於空間、時間或表持續進

行的狀態等。例如可鍵入關鍵字，「在」可查得其不同的用法與其所在級數，有

助於教材編寫，如圖 3-7。 

 

圖 3-7 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在」搜尋結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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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3-7 中可查到「在」有三種用法：第一種、「在 1」，其例句為：他在學

校；第二種、「在 2/正在 V」，例句為：媽媽正在包餃子；第三種、「在 3」，例句

為：他在聖誕節的時候去美國，且分別列在第一級和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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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語義場是在同一個語義系統中、共時條件下，若干個具有共同義素的義位聚

合起來的聚合體。例如「炎熱」和「寒冷」屬於意思相反的負義語義場，「牛」

和「馬」屬於（動物）類型語義場。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主要是在分析詞語的

正、負關聯詞3，以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及機器學習中的詞彙內嵌技術(Mikolov, 

2013)，自動從華語文語料庫(COCT)中計算詞彙之間的相似度（柯華葳等，2016）。 

圖 3-8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詞彙的近似程度是以語料庫為基礎自動計算語義向量，所以語料庫所收錄的

文本特性將影響到詞彙相似性（柯華葳等，2016），如下圖 3-9 介面有不同語料

庫的選項：遠流語料、中國時報、國語日報、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和 Chinese 

Giga word Corpus。再下方的欄位是選擇分級詞表：國教院分級詞表和華測八千

詞。左下方的欄位則是「選擇詞彙等級」，包含有不限制詞級、第一級到第七級，

這些選項均有助於教材編輯者按級別挑選適合的用字。 

 

 

 

 

 

 

 

 

 

 

                                                        
3 正關聯詞：加強語義向度；負關聯詞：減弱語義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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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正關聯詞「蘋果」為例查詢結果介面 

 

 

如圖 3-9 以「蘋果」為例，鍵入正關聯詞（組）的欄位中，便能於輸出一欄

中觀察語義場相關的詞彙，例如：「藍莓」、「檸檬」、「橘子」、「柳橙」……等詞，

且列出詞彙等級。正關聯詞的下方也有一欄負關聯詞（組），負關聯詞最主要的

用途在於排除詞彙，如圖 3-10，以「賈伯斯」作為負關聯詞的關鍵字，系統將會

將負關聯詞的詞彙排除。所以鍵入正關聯詞「蘋果」（圖 3-11 左） 和負關聯詞

「賈伯斯」（圖 3-11 右），可發現圖 3-11 設定負關聯詞，已排除 apple、Mac 等詞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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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鍵入正關聯詞「蘋果」和負關聯詞「賈伯斯」的查詢結果介面 

 

 

圖 3-11 截取圖 3-9 和圖 3-10 之輸出語義場關聯詞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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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藉由區分語義，適合用於編纂課文時詞彙的

抽換，有助於按級別挑選適合的教學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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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例句編輯輔助系統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可顯示輸入文本中所用詞語等級。詞語表包括台灣華語文

能力基準的三等七級詞語表及華語八千詞介面，詳如圖 3-12。 

 

圖 3-12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介面 

 

 

以「突然下了一場暴雨，我的衣服都濕了。」為例，將其輸入於空白欄位當

中，點選送出，右方欄位呈現的結果已斷句分詞，並於詞的下方標示詞的等級，

如圖 3-13，「突然（4）下（1）了（X）一（1）場（2）暴雨（6），我（1）的（1）

衣服（1）都（1）濕（3）了（X）」，右下方還有圓餅圖（圖 3-13），可瞭解句子

所用詞語的等級。 

 

 

 

 

 

 

 

 

 

 

 



39 
 

圖 3-13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以「突然下了一場暴雨，我的衣服都濕了。」為例 

 

 

 以下再以《當代中文課程 3》課本的短文為例： 

 

星期天一大早，何雅婷就陪著媽媽到農夫市集去買菜。最近食品安全出了好幾次問

題，何雅婷的媽媽為了家人的健康，開始注意食材的產地，也盡量到有機商店和農

夫市集買菜。雖然這些地方賣的東西種類沒有市場那麼多，價錢也比較高，可是媽

媽常跟農夫聊天，了解小農用友善的方式對待土地和環境，很信任他們，所以寧可

每個星期跑一趟，多花一點錢，也要支持小農。（鄧守信主編，王瓊淑、盧翠英、

盧德昭編寫，2016，頁 134） 

 

將其輸入欄位中，點選送出，結果如圖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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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輸入《當代中文課程 3》課本短文分析結果介面 

 

 

 從圓餅圖可瞭解此篇文章中，第一級詞條的使用頻率是最高的，佔了將近一

半的數量（48.4%），次高則是第二級和未收詞，比例各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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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 

 作文批改是相當耗時費力的工作，然而，語言學習者用錯別字的機率相當高，

本系統以 Hsieh 等（2015）所提出的理論為基礎所開發。經過實際的驗證，錯別

字批改的正確率可以達到 78%，為目前線上華語文錯字批改系統中正確率最高

的系統（許添明等，2017）。 

 

圖 3-15 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介面 

 
 在文章的輸入框中將待偵測錯字的文章貼上，按下送出後，詳如圖 3-16。 

 

圖 3-16 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文句修正介面 

 

 

 系統將文句中的錯別字一一標出並提供建議用字，除了挑出同音異字的錯字，

能藉由文句上下文判斷詞彙的正確性，如圖 3-20 最後一句例句當中的「堆疊」

一詞，在例句當中原本打了「推疊」，但系統仍是能將文句中要表達的「堆疊」

校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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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綜合應用 

 臺灣華語文語料庫（COCT）及能力基準（TBCL）整合應用系統，已於第二、

三章介紹，這些系統可以實際應用在語言教育的許多面向，例如：辭典編纂、教

材撰寫，或是直接應用在課堂教學等等。本章節將以實際應用情境為例，使讀者

對系統的應用面有初步的概念。 

 

第一節、辭典編輯應用 

整合應用系統在辭典編輯的應用，例如：比較字詞的常用度、比較異形詞的

常用度、觀察錯別字的使用情形、辨析易混淆字等，以下均使用 2019 年的語料

庫作為查詢的語料庫。 

 

1. 字詞的常用度比較 

對華語初學者來說，詞彙的學習應以常用字詞優先學習，所以，字詞常用度

在語言教學中是個重要的訊息。舉例來說，以「腳踏車」與「自行車」為同義詞。

藉由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及 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可看出「腳踏車」

與「自行車」在不同語料庫的常用度比較。輸入（腳踏車｜自行車）後，再利用

Frequency breakdown 的功能，進一步統計兩個詞的個別頻率。便會得出圖 4-1 為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的查詢結果為；圖 4-2 則是 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

的。 

 

  圖 4-1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與常用度比較搭配使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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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 與常用度比較搭配使用結果 

 

 

從圖 4-1 和圖 4-2 發現不管是在書面語還是口語，腳踏車的使用頻率都明顯高

於自行車。意即「腳踏車」不論在書面語或口語，都比「自行車」常用。 

 

再以「桌球」與「乒乓球」這兩組詞彙為例。在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中

輸入（桌球｜乒乓球）後，可以看到圖 4-3、圖 4-4 分別為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及 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 的查詢結果。 

 

圖 4-3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常用度比較搭配使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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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COCT 口語語料庫 2019 與常用度比較搭配使用結果 

 

 

從圖 4-3 和圖 4-4 可發現「桌球」與「乒乓球」是「乒乓球」的使用頻率較

高。而且在口語使用中，差異比書面語還高。意即「乒乓球」不論在書面語或口

語，都比「桌球」常用。 

 

上述的字詞的常用度比較，是透過 ( | ) 運算及 Frequency breakdown 的使

用，系統可以同時呈現次數及百分比，對於常用度的判斷十分便利。 

 

2. 異形詞的常用度比較 

異形詞是指同音、同義但書寫形式不同的詞語。辭典使用者在面對異形詞時，

通常希望辭典能夠提供比較正確或是比較典型的詞形。所以，異形詞的辨析為辭

典編輯的重要研究工作之一。語料庫能夠用來比較異形詞的使用頻率，藉由頻率

訊息以瞭解典型的詞形。以「紐扣」、「鈕釦」與「紐釦」、「抹煞」與「抹殺」作

為例子，以觀察這兩組當中異形詞的使用頻率。 

 

 輸入[紐,鈕][釦,扣]，再利用 Frequency breakdown 的功能，進一步統計各種

詞形的頻率。 

圖 4-5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使用頻率搭配使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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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圖 4-5 所示，在書面語中「鈕釦」和「鈕扣」是最常見的使用詞形（約

佔 92%），其中又以「鈕釦」最為常見（約佔 51%）。 

 

圖 4-6 是「抹煞」與「抹殺」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的檢索結果。結果如圖 4-6

所示，在書面語中「抹煞」比「抹殺」略微常見，但相差只有 10%左右，可見這

兩個詞形在現代書面語中都算常用。 

 

 輸入「抹[煞,殺]」 

圖 4-6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使用頻率搭配使用結果 

 

 

上述的異形詞常用度比較，可以透過( | )運算，或是[ , ]運算搭配 Frequency 

breakdown 功能的使用來比較，和字詞常用度比較的方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異

形詞常用度不能使用口語語料來比較，因為異形詞是因為書寫時是用了不同的詞

形所造成。而口語語料是從語音來的，在語音中不會有異形詞的問題，只有在轉

寫成文字時才會有詞形的差異。但是口語語料的文字是由特定的語音轉寫人員進

行，轉寫所造成異形詞差異反應了轉寫人員的書寫習慣，不能代表語言使用社群

的分布現象。故口語語料不適用於異形詞的常用度比較。 

 

 

3. 錯別字的使用觀察 

書面語語料庫所蒐集的文本大多來自於書籍、報章、雜誌等出版品，但仍會

有部分的錯別字。錯別字可能除了字音相同外，在字形、字義上也都十分的接近。

所以，即便是經過精心校對的出版品也仍存有錯別字。例如「口乾舌躁（燥）」

及「心無旁鶩（騖）」，在本院的書面語語料庫或是中研院的平衡語料庫都可以發

現這些錯別字。藉由書面語語料庫查詢，我們可以驗證錯別字在日常生活中被誤

用的情況。 

 

此部分將以「口乾舌燥／躁／噪」為例，藉由運用萬用字元檢索書面語語料

庫，有助於觀察出使用的情況。為了要觀察「口乾舌燥／躁／噪」錯別字的使用，

輸入「口乾舌*」後再點選 frequency breakdown，結果如圖 4-7 所示，出現六種結

果：「口乾舌燥」、「口乾舌躁」、「口乾舌渴」、「口乾舌」、「口乾舌擗」、「口乾舌

啞」，撇除後面四種和「口乾舌燥／躁／噪」沒有相關聯的詞彙，可以看出「口

乾舌燥」和「口乾舌躁」這兩種用法最多。其中「口乾舌燥」應為正確的使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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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請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口乾舌躁」則為錯別字，比例約 2.5%。

以出版品來說 2.5%的錯誤率算是非常高的比例，若是能將錯誤率高的詞收錄在

詞典中特別說明，或是在課堂教學中特別說明辨析，就可以減少錯別字的發生率。 

 

圖 4-7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再運用 Frequency breakdown 搭配使用結果 

 

 

4. 易混淆字的辨析 

因中國字的特殊性，所以會有相似字使用上的困擾，相似字不僅同音，有

些字義也是相當接近，例如以下將以「跡」和「蹟」為例。 

 

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的定義，「跡」應解為步行時所遺留的印痕或事

物的遺痕（教育部）；「蹟」的意思則為前人所留下來的事物（教育部）。將這兩

個字分別放入語料庫觀察，便會得出以下圖 4-10、圖 4-11。 

 

圖 4-8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再運用 Frequency breakdown 搭配使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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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再運用 Frequency breakdown 搭配使用結果 

 

 

在瞭解這兩個字之間的定義差異之後，再觀察語料庫如圖 4-8、圖 4-9，就可

以輕易地分別出這兩個字之間的差異。深入了解亦混淆字後，便能有助於老師掌

控學生學習漢字時可能出現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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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近義詞的查詢與辨析 

 近義詞教學是華語詞彙教學相當重要的部分，華語學習者在累積一定的詞彙

量後，便會遭遇到近義詞選擇的問題。例如「感覺」、「感受」及「覺得」這三個

詞在意義的非常接近，華語學習者不容易掌握到近義詞的細微差別及使用時機。

所以在教學上，必須對近義詞做適當的歸納與辨析。「國教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

系統」可以從大量的華語文語料庫中自動提取語近義詞，以做為華語教學、教材

編輯及近義詞詞典編輯的輔助工具。 

 

 先設定「國教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的語料庫、分級詞表及詞彙等級，

再輸入關鍵詞「感覺」至正關聯詞的欄位當中，點選送出後，便會看到以下圖 4-

10。 

 

圖 4-10 國教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以「感覺」一詞為例 

 

 

從圖 4-10 當中的輸出，即可看出與「感覺」有相關聯的一些詞彙，如：感受、感

覺到、覺得、感到……等詞彙。同時列出了這些詞在華語教學上的難度分級，可

以提供華語教師在近義詞教學上的參考。近義詞教學的另一個重點在於近義詞的

辨析，和關鍵字「感覺」（動詞）相比較，學生必須瞭解這些近義詞使用上的差

異，故僅選出了動詞詞性的詞彙。經過挑選之後，則以「感受」和「覺得」這兩

個詞的辨析為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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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分別將「感覺」、「感受」和「覺得」這三個詞輸入索引典查詢（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並取得三組詞彙的搭配詞，如圖 4-11 所示。 

 

 

 

 

 

 

 

 

 

 

 

 

 

 

 

 

 

 

 

 

 

 

 

 

 圖 4-11 是三組詞彙的搭配詞，之後再運用「詞表比較工具」，以兩兩相比較

的方式，觀察出這三組詞彙之間的差異，如下表 1，而表 2 則是採用三組詞彙的

比較方式，較能夠看出三者近義詞的相似度。 

 

表 1 「感覺」、「感受」和「覺得」兩兩比對 

感覺 感受  感受 覺得  覺得 感覺 

愉快 深刻  深刻 不安  有趣 愉快 

遲鈍 安寧  安寧 有趣  無助 遲鈍 

舒服 正向  強烈 自在  寂寞 敏銳 

自在 深  敏銳 無助  沮喪 美好 

不安 寧靜  正向 舒服  不已 髒髒 

無比 充分  深 寂寞  無聊 溫馨 

感覺 感受 覺得 

圖 4-11 「感覺」、「感受」和「覺得」搭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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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 的搭配詞對比中，我們可以區別出近義詞的細微差異。例如：「強烈」

可以做為「感受」的狀語，但不能做為「覺得」的狀語。且表 1 可以進一步整理

成表 2。 

 

表 2 「感覺」、「感受」和「覺得」比對 

 感覺 感受 覺得 

愉快 V X X 

遲鈍 V X X 

舒服 V X V 

自在 V X V 

敏銳 V X X 

不安 V X V 

深刻 X V X 

安寧 X V X 

強烈 X V X 

正向 X V X 

深 X V X 

寧靜 X V X 

有趣 X X V 

無助 X X V 

寂寞 X X V 

沮喪 X X V 

無比 X X V 

 

 從表 2 當中可以明確地看出相似性，例如：「感覺」及「覺得」的共同搭配

詞有「舒服」、「自在」和「不安」，而「感受」一詞的搭配詞和「感覺」、「覺得」

有明顯的差別，故由此可知在使用上「感覺」和「覺得」比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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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教材與課堂教學 

由於語料庫是從真實語料取樣，所以在教材的輔助編輯上，可以更貼近生活。

下面將舉幾個例子以說明語料庫在教材及課堂教學的應用。 

    

1. 量詞和名詞的搭配 

量詞一直以來就是中國文法獨有的特色，這也是許多想學中文他國學生最困

擾之處。但藉由語料庫檢索，便能夠輕易地觀察量詞與名詞之間的搭配，以下以

「匹」為例。 

 

圖 4-12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再運用 Frequency breakdown 搭配使用結果 

 

 

 藉由 CQP 語法，輸入[word="匹"]，搭配 Collocation 搭配詞的進階搜索，

即可得出圖 4-12 的搜尋結果，如使用頻率最高的詞為「馬」，次高則是「駿馬」。

從上圖 4-12 當中，即可觀察出「匹」大多是作為「馬」的量詞，但到序號第 8 點

之後，開始出現根「布」有相關的詞彙，如序號第 11 的「絹」等。故由此可知，

「匹」的最常用搭配詞為「馬」，次之則為布品。 

 

 

2. A-not-A、不 X 不 Y 詞群的觀察 

基礎語法典（第一級）當中常用的 A-not-A 適用動詞及不 X 不 Y 的搭配使

用，均可藉由語料庫的觀察，找出其常用詞彙，如圖 4-13、圖 4-14。 

 

 

 



53 
 

圖 4-13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再運用 Frequency breakdown 搭配使用結果 

 

 

從圖 4-13 當中，可以看到在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當中，最常使用的

A-not-A是「是不是」、「對不對」、「好不好」等，有助於老師教學上的使用。 

 

倘若想要觀察「不 X 不 Y」也是同樣的作法，將語法[word="不.不." & 

char(word, 1)!=char(word, 3)]輸入，便會得到圖 4-14 的結果，亦可從當中觀察到

常用字詞。 

 

圖 4-14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與再運用 Frequency breakdown 搭配使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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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難度的觀察 

教材及課堂教學最重要的一部分莫過於要符合學生程度，如同上述所言，本

院已建置三等七級能力指標，也有相對應的系統，有助於老師安排教材的詞彙等

級使用。例如本院建置的「例句編輯輔助系統」，使用上簡易且一目了然，詳如

圖 4-15、圖 4-16。 

 

圖 4-15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 

 

 

圖 4-16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以重修本「高興」釋義為例 

 

  

圖 4-15 及圖 4-16 是採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高興」釋義（教育部），

再藉由「例句編輯輔助系統」分級，有助於使用者觀察其詞彙的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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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驅動學習 

資料驅動學習是一種學習方法，除了藉由傳統的課本及授課方式學習新知識

外，學習者可以藉由大數據的使用，分析數據及資料，有效的運用到學習上，以

華語文學習者運用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為例，站在華語文學習者的角度，

觀察語料庫中的資料，進而了解使用頻率及搭配使用，以下將以「不但……，反

而……」為例。 

 

 首先先用「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確認「不但……，反而……」的等級。

從圖 4-17 當中可看出，此語法點為進階第五級，且還能得知「不但」一詞後面

需接否定句。 

 

圖 4-17 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以「不但……，反而……」為例 

 

 

 選擇「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後，再點選 CQP 語法輸入[word="不但

"][]{1,5}[word="反而"]，便會出現以下的畫面，如下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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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COCT 書面語語料庫 2019 以「不但……，反而……」為例 

 

 

觀察語料庫後，可觀察出「不但……，反而……」的使用語境，即可運用於

學生的練習測驗當中，例如從語料庫中（圖 4-18）選擇幾條例句，並刪除例句的

上下文，再請學生創作出適合例句的情境（同時也已經藉由「國教院例句編輯輔

助系統」確認過例句當中所使用字詞的程度等級，如圖 4-19），例如： 

                      ，不但不被了解，反而被遺忘。 

                      ，不但不打招呼，反而瞪我們一眼。 

                      ，不但不受阻礙，反而會得到他的協助。 

 

圖 4 -19 例句編輯輔助系統以確認用詞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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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建置華語文語料庫語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分別有助於不同層面的

使用，如同本章節當中的運用，可用於老師的教材編纂、習題使用；同時也可以

用於學習者端，例如雙語的翻譯、觀察搭配詞所使用的頻率等等，是一個相當多

元的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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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華語文語料庫與能力基準整合應用系統應用科技，將臺灣華語文語料庫

（COCT）及臺灣華語文能力基準（TBCL）整合，並提供華語文教學、學習、教

材編撰及測驗評量，更方便、更有系統的應用。將科技導入華語文教育，提升效

能。 

 

本整合系統各子系統的功能摘述如下： 

（一）查詢華語文漢字、詞語及語法點的等級，可分別使用「漢字分級標準檢索

系統」、「詞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語法點分級標準檢索系統」。 

（二）分析詞語及語法點的使用頻率、可能義項及前後搭配詞，可應用「國教院

索引典系統」。 

（三）分析華語非母語人士使用詞語、語法點及前後搭配詞的可能偏誤，可應用

「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四）分析詞語的近義詞及反義詞，可應用「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 

（五）分析例句或文章所用詞語的等級，可應用「例句編輯輔助系統」。 

（六）分析作文錯別字並建議正確用字，可應用「作文錯別字自動批改系統」。 

（七）分析華英雙語的雙向翻譯、使用頻率、可能義項及華英雙語前後搭配詞，

可應用「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 

 

本整合系統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0 月的使用人次達 130,635，點擊次數達

2,308,341。使用者除了臺灣網域約佔 89%外，其餘來自包括美國、大陸、香港……

等世界各國，而且與 2019 年比較，使用人次及點擊次數都達一倍以上，顯示華

語文教育越來越結合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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