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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還要更好用！線上辭典介面設計之教師意見分析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彭致翎副研究員】 

  隨著網路普及化，線上辭典除了有檢索便利、資訊即時更新的好處之外，更提供

了可與使用者互動的功能介面，良好的介面設計，可協助使用者快速熟悉操作環境、

縮短查尋時間以及降低查尋錯誤。 

  現今學生對線上資源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尤其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更強調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資訊搜尋以及閱讀理解的素養，因此，字、辭典工具的

使用，在學生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就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然而，國內關於國民中小

學生使用的線上辭典介面設計相關研究，卻前所未有，由於它影響著學生的使用意願

及學習效果，實在值得學界關心。以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為例，它適用的對象

為國中小學生，收錄約 4 萬 5 千個字詞，以現代通用的漢語為主，採用淺白的語體編

寫，部分詞條還提供全文朗讀及圖片，是國內官方版本中頗具代表性的線上辭典，平

均每日點閱人次超過 1 萬 1 千人。 

  本研究為了瞭解這樣一部辭典，它的介面設計特性及對讀者的使用適切性究竟如

何？透過邀請中小學教師，對線上《國語辭典簡編本》系統可能存在的使用性問題等

進行問卷調查，試圖從教師的角度，了解線上辭典使用介面的效益與滿意度。問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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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包括：理想的線上辭典首頁應該著重哪些部分？須包含哪些方便使用的功能？目前

所見線上辭典網站內容是否容易使用？介面設計應該有哪些元素？導覽功能應如何

設計？網頁版型設計是否妥當？使用時遇到的系統問題有哪些？等等。問卷調查採取

紙本及網路問卷並行，回收有效樣本合計 326 份。結果發現歸納有以下兩大方面： 

一、受訪者對現有線上辭典能提供多元檢索、顯示相關詞彙的功能感到很滿意；而對

於搜尋頁面、編排設計美感及系統限制使用時間等部分認為有改善空間 

  受訪教師對現有線上辭典使用介面認為很滿意的部分，包括：網站能提供多元的

檢索方法，如釋義、全文、基本進階檢索、注音筆畫索引等途徑；認為首頁的視覺設

計，可以展現辭典形象；內容除了文字釋義之外，還有多媒體內容呈現，如語音、圖

片、動畫等；在操作上除了直覺式操作介面，還提供詳細輔助說明；顯示查尋結果的

畫面，同時還能出現相關詞彙，例如輸入「春」，會出現「春天」、「春分」等含有

「春」字的選項。這些都是讓人滿意的功能。 

  不滿意的部分則包括：需先按首頁的『由此進入』再導入搜尋頁面，多此一舉；

網站的編排設計美感不足；系統限制連續未使用的時間，讓人感到困擾。 

二、對未來辭典介面設計的期望，除了必須的檢索功能之外，希望更貼近讀者的閱讀

習慣 

  教師對未來辭典介面設計，希望網站能繼續保持現有的多項優點，並期盼繼續強

化。包括：提供多元的檢索方法，如釋義、全文、進階檢索、注音筆畫索引等；網站

設計也須符合使用者的閱讀習慣，例如：搜尋框位置要符合使用習慣；提供直覺式操

作介面；顯示資料的頁面同時出現相關詞彙；提供多媒體輔助；提供進階介面功能等，

以利使用者能自行決定資料區塊的擺放位置。 

  總結來看，受訪教師因本身已具備專業背景及基礎知識，在查尋資料過程裡，期

望線上辭典能強化服務，以提供更豐富的資訊、更直覺、更多元的介面功能，但就中

小學學生而言，他們可能對於字詞的基礎知識就不如教師，太複雜的功能不見得適合。

因此，線上辭典未來的介面設計，或許可考慮使用者的背景差異，對系統介面進行分

流設計。 

  同時在內容設計上，也朝向能符合新課綱對學生自主學習的要求，儘量結合真實

生活情境，提供例句影音或語料庫查尋參考，並開放依個人帳號使用學習紀錄、開設

生字詞或作文的自我測驗頁面、以及將學習成果匯入社群，方便與他人連結或分享。

讓線上辭典不只是工具，更能成為學生學習的好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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