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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料庫工具輔助分析近義詞研究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詩敏】 

  第一語言及母語通常是在不知不覺中學會的，但是細緻的詞義分辨及使用，例如：「高興」、

「開心」、「愉快」、「快樂」、「喜悅」、「興奮」是近義詞（或稱「同義詞」、「相似詞」），

仍需特別學習。以國民小學國語教科書為例，依據九年一貫課綱編撰的三個版本教科書，有些版本

直接在課文中介紹近義詞，有些則間接在課文後練習語詞替換。同樣地，107 年發布的十二年國教

國語文課綱也載明：第二學習階段能「分辨字詞義」。從上述可知，即便以中文為第一語言或母語

的學習者仍須透過教學來學習近義詞的用法及差異。而另一方面，對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

（例如：外籍學生）而言，過去研究結果也顯示，近義詞辨析為學習難點之一。 

  目前近義詞的選取依據及定義大多參考教材內容，或由學者自行判定，或是參考學生寫作錯誤。

分析近義詞意思及句子結構，則參照辭典釋義，或是逐一分析檢視語料庫索引典的例句用法。以上

研究方法，優點為分析精細，適合用在近義詞及語料例句數量較少的時候，一旦近義詞及語料例句

變多，僅用人力逐一檢視分析句子，近義詞分析就變得耗力費時。 

  本研究選取過去近義詞文獻最常討論的「高興」作為分析對象之一，同時為了避免上述研究方

法的缺點，本研究採用語料庫工具輔助並運用大數據概念，找出及分析和「高興」同樣表達「心情

好」的語詞。在研究分析過程中，運用語詞意思和結構可以被轉換為矩陣向量的自然語言處理模型，

在「國教院語義場關聯詞查詢系統」檢索「高興」，找出和「高興」在上下文語境中表現相近的語

詞（即「語義場關聯詞」）共 2,000 個；接著，為了更進一步篩選出和「高興」在結構及句子運用

上相似的語詞，便增加詞類訊息（例如：動詞、名詞），篩去和「高興」詞類不同的語詞，留下和

「高興」在文法結構上可以替換的語詞；再應用「國教院華英雙語索引典系統」、「臺灣師範大學

雙語索引典」，查找這些語詞的英文意思是否和「高興」相似，最後保留和「高興」具有部分相同

英文詞義的中文語詞；經由以上分析方法及過程所得到的語詞，不論在文法結構，或在意思上，都

和「高興」極為相近。但為了更進一步保留近義詞替換在結構與文字韻律的和諧，本研究要求「高

興」的近義詞在字數上必須和「高興」一樣為二字詞，藉此要求，最後找出包括「高興」在內的 20

個表示「心情好」的近義詞組。而後，再運用「華語文語料庫」的「語料庫查詢處理器」（簡稱

CQP）語法檢索，找出包含這 20 個語詞在內的例句，觀察及分析這些語詞的搭配結構、文法表現，

分析近義詞的異同。傳統上「高興」與「快樂」常被當作近義詞，本研究發現，「高興」和「快樂」

僅在詞義上部分相似，若考量其他語言特徵（例如：詞類、文法、一起出現共用的搭配結構），則

「高興」和「快樂」並非如此相似，在各項特徵中和「高興」最為相近的語詞是「慶幸」，而和

「快樂」最為相近的是「開心」。 

  上述本研究所採用的以語料庫工具輔助分析「高興」近義詞的研究方法適用於所有近義詞研究，

這種研究方法不僅可以避免傳統分析近義詞耗力費時的缺點，也因為語料庫具備實際生活情境而解

決過去選取近義詞不夠客觀的問題。本研究不僅客觀篩選出豐富的近義詞，並可快速分析近義詞的

差異及各語詞在語言真實情境中使用的特徵。本研究成果可進一步應用至其他近義詞分析，可幫助

語文學習，亦可應用至教材編輯：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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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教學上，因為近義詞是意義相近的語詞，因此可使用語詞替換方式讓學生具體了解近義詞

在文法上的不同。例如，「快樂」可以用在祈使句（或稱「祈願句」）（我們說「祝你生日快

樂」），但「高興」卻不可以（我們不說「祝你今天高興」）。 

（二）在教材編輯上，以中文作為第一語言的教材可參考語詞出現頻率，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

材可參考國教院華語文八年計畫「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所發展的詞彙分級，建議學習順序

可分別依據從高頻詞到低頻詞、從初級到高級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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