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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詞語分布均勻度的核心詞彙選擇 

 
圖 1 四個詞頻接近的詞語在平衡語料庫不同主題中的分布情形（單位：次數/ 每百萬詞）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鑑城】 

  核心詞彙是指一組不受文本類型、主題、應用情境等影響，穩定使用的詞彙。核心詞彙相對於

非核心詞彙（邊緣詞彙）來說數量較稀少，卻構成溝通內容的主要部份。在語言的使用上，當一個

句子缺乏邊緣詞彙時，雖難以確切指稱物品，但仍足以傳達說話者的主要意涵，因此核心詞彙是語

言學習中重要的一環。 

  傳統的核心詞彙選擇方法主要依據專家知識與經驗法則，語料庫語言學興起後，統計式的方法

逐漸取代經驗法則。然而單純使用詞頻無法分離核心詞彙與邊緣詞彙，例如，從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中觀察四個詞頻接近的詞在不同主題中的分布情況（見圖一），「網路」只有在科學主題之下才大

量出現。「企業」則在社會及科學主題中大量出現。相對而言「今天」和「一定」在各類主題中出

現的次數較為平均。在此例中，前兩個詞語屬邊緣詞彙，後兩個詞語屬核心詞彙。由此例的觀察可

以發現詞語的核心程度與分布均勻度有高度的相關，因此許多研究者提出以分布均勻度來衡量詞語

的核心程度。而計算詞語分布均勻度前必須先將語料庫切分成數個區塊，然後再計算詞語在區塊中

的分布是否均勻。在這樣的計算程序中，每個區塊代表一個語言使用情境的實例，當分布均勻度越

高時，即表示詞語受情境的影響越小。因此語料區塊的切分方法將關係到核心詞彙選擇的結果。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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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嘗試使用模糊集合論的角度來解釋核心詞彙，並且提出一個整合多面向均勻度的計算方

法，使詞語均勻度的衡量能夠同時考慮不同的分類面向，更全面地評估詞彙的核心程度。此外，更

提出詞頻正規化的方法來修正傳統均勻度公式遇到切分區塊大小不一致時，造成統計均勻度偏差的

問題。在評估方面，本研究使用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的華語文語料庫中的書面語語料作為核心詞彙

抽取的來源語料庫，再以採用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4.0 版作為驗證語料庫，此一運用異源語料

庫評估核心詞彙庫的方法，可以準確地比較及分析各種均勻度公式所選取詞表的的優缺點與特性。 

  研究團隊以實驗證實，正規化後的均勻度公式的確可以有效改善分布均勻度的評估，而整合多

面向均勻度的計算方法，確實可以選擇到更具核心特質的詞彙。在語言教學的應用上，過去許多研

究者認為均勻度公式偏好選擇功能詞，所以本研究也探討了以詞頻及分布均勻度作為詞彙選取方法

的差異。其結果發現，在初階詞彙表的選擇上，無論是頻率法或是均勻度法排序，序位最高的詞彙

當中，功能詞所佔的比例都非常高，對學習者來說較不適宜。所以本研究建議必須經過收詞比例的

調校以增加實詞的比例，較能達到教學時的實際應用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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