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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為地理環境與民俗風情上些許的差異，造成往來於兩岸三地的人士，在與

當地民眾溝通上經常發生困難與誤解。而使用行動設備來學習各個地區的用語，

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解決之道。透過在旅途等待與進行中的時間來學習用語詞彙，

不僅可以增加時間的使用效率，也會因為即學即用的關係，將會呈現出良好的成

效。 

本專題依據目前趨勢將兩岸生活用語用教學的模式呈現出來，目標對象是往

來兩岸間商務人士以及學生，透過行動教學的方式讓使用者從兩岸的日常用語開

始學習，並且也可讓使用者增加兩岸用語的知識。課程架構導入個人數位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ce, PDA)，繼而發展出來的行動教學。兩岸目前往來頻

繁，能夠正確無誤的溝通與傳達訊息是絕對需要的！有效利用分散的區塊時間來

達成不間斷的學習，以提高學習成果，並且增加時間的使用效率。這將符合現今

E-Learning逐漸M化，轉變成M-Learning行動學習的趨勢。 

 

遨遊兩岸〃字遊字在所呈現的不僅只是兩岸語言間的距差，還呈現出了因為

文化上的不同，在字體及用法上也有著極大落差。中國的語言西方人也有興趣，

因此我們在功能上面又多增加了一項英文對照，讓使用者能更認識及了解三種語

言的不盡相同，然後針對語言也做了發音的功能，可以加深使用者學習字彙的印

象。 

關鍵字： M-Learning、PDA 教學、行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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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透過目前行動數位學習的探討，推導出行動設備學習的必要性及運用價值

面，拋去舊有數位學習的概念，發揮行動裝置隨處可學的方便性，亦是本研究之

動機及目地。 

 

1.1 研究背景 

科技潮流的日新月異，學習方式也不斷的孕育而生，如何創造出有創意和人

性化的學習方案，是當下首要課題之一。目前大家所熟知的 E-Learning 數位學習

方式皆屬於不可攜性，雖然透過電子化的方式學習比起以往實體教育學習還要有

效益，但缺乏讓學習者達到無時無刻有效的掌握學習時間。另一方面，因現今無

線網路和行動設備的盛行，而產生了 M-Learning 行動學習方案，消除以往學習

的不便利性。展望未來的趨勢，我們亦認為 M-Learning 行動學習方案具有它發

展的潛力與價值。 

對於數位學習內容本專題以兩岸用語為主軸，事實上，從國際間各項政策與

世界潮流來看，簡體字已居主流地位，但以實質面來看，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對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繁體字與簡體字，不論從藝術、傳統、

便捷或歷史來看說，都各有支持關點及具有價值之處，但不可否認的，簡體與繁

體都是現代漢語的書寫系統，兩者都能同樣有效記錄現代漢語；兩地的學習者更

是能快速學習彼此的生活用語。藉由此教學消除兩岸因地理環境與民俗文化差異

之隔閡，達到相互尊重與認識，也是以兩岸生活用語為主軸之起因。 

 

1.2 研究動機 

現今已是個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已成為經濟的新基石，人類不再依靠土

地、資金、勞力等傳統生產元素創造財富，而是藉由知識的有效創造；資訊的靈

活應用來創造財富。面對現今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掘起，未來台灣的經濟脈動勢必

會隨著中國大陸的整體經濟而浮動著。除了經濟和政治之外，兩岸文化和藝術的



交流也極為重要，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台灣的主要客戶將會是我們的隔壁鄰居-中

國大陸。所謂知己知彼，尌是要互相了解彼此，透過行動教學的方式讓使用者從

兩岸的日常用語開始學習。透過行動學習讓使用者增加兩岸用語的知識，此為動

機之一。 

   

E-Learning 定義為學習者應用數位媒介學習，而以往的數位媒介對於學習

者而言，並不方便於學習者能真正有效利用學習時間，從前的數位媒介絕大多數

屬於不可攜性，而如今世代變遷、日新月異的科技變化下產生了行動設備，再加

上無線網路的盛行，因此引發了 M-Learning 行動學習方案，依據數位學習的內

容，除了希望可以透過 M-Learning 讓學習者無論何時何地，不會因為地域而限

制學習之外，也為了使用者將數位學習所提供的資訊轉化為知識，經使用者學習

了數位學習內容後可自行針對來進行發音的練習以及做筆記一方面可以養成做

筆記的習慣，另一方面可以用自已的方式表達出來。希望透過不斷的學習，提高

學習成效，此為動機之二；有效利用空間時段來學習，此為動機之三。 

 

1.3 研究目的 

  數位學習E-Learning是應用在網路上學習的平台，可提供人們在網路上學習

新的知識、新的資訊。然而這樣的一個學習平台仍有個缺失，即便是無法利用零

碎時間來達到無時無刻的學習，若是在沒有網路的地方尌沒辦法學習需要依賴網

路的E-Learning平台。 

如何達到無所不在之學習呢？行動學習便是最佳的選擇，讓使用者在任何地

方都可利用零碎時間，籍由行動設備PDA來學習所需資訊。 

  目前有許多人都朝向對岸去發展，但兩岸間仍然有許多語言上的差距，要如

何才能較快消除彼此間的隔閡呢？依現代趨勢，目前兩岸之間的互動頻繁，希望

能透過行動設備的學習，幫助使用者了解並學習兩岸之間的用語，一方面可以增

進彼此之間的溝通便利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進兩岸之間的和諧，除此之外對兩



岸間的文字感興趣的國外人士例如：國外商務人士、交換學生…等。針對這些族

群我們不僅在這方面以兩岸間文字的對照以及利用發音來傳達，另外還多做了一

項英文對照及發音。 

基於上述三項動機，本研究目的有： 

(1) 期望透過文字的呈現與聲音的傳達來學習，能將資訊轉為知識。 

(2) 期望學習達到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學習。 

(3) 期望促進兩岸對彼此的認知與交流，消除彼此心中的隔閡。 

 

二、文獻回顧 

2.1 兩岸往來情形 

自民國七十六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間之交往持續在增加。在兩

岸相互不承認之下，為務實處理交流所衍生之事務，在民國八十年兩岸各自設立

海基會與海協會，以作為兩岸互動包括溝通、對話、協商的管道，協助政府處理

交流所衍生的個案問題及輔助公權力行使。在其後所通過的兩岸關係條例，則是

以海基會之設立及功能為藍本，而明文規定政府可以委託民間團體處理兩岸人民

往來有關之事務，但須受政府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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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2 兩岸互動記錄 

  至 1998 年到現今，在台灣、在大陸兩岸的民間團體互動仍頻繁，尌在最近

一位國際知名指揮家楊鴻年教授帶領北京中央少年兒童合唱團蒞會訪問。 

  被譽為世界七大童聲合唱團之一，應邀來台演出的「北京中央少年兒童合唱

團」，2007 年 7 月 29 日特別前來板橋文化會館，以「兩岸妙音、友誼金橋」為

題與新世紀合唱團進行熱烈的交流。 

  還有在前年 2005 年，於 12 月 14 日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邀請下，北京大學

校長許智宏親自率該校藝術團一行在下午抵台後，便即展開密集的參訪與肴好交

流演出活動。 

  北大藝術團一行前往了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中國文化

大學等知名大學參訪拜會，並在台大、中興與中山等三所大學舉行「交流聯歡

會」。 

台灣企業也嗅到一股不可逆的趨勢，開始調整步伐。大陸擁有充沛且廉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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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正是台灣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最需要的，再加上投資規模不必太大，台灣

的一般中小企業主都可以負擔，但是文字溝通上卻有些許的不熟悉。台灣赴大陸

的民眾亦逐年增加，對於簡體字的學習與當地生活用語是個滿大的需求。故認為

利用行動裝置來學習兩岸生活用語，有一定的市場存在。 

 

2.3 兩岸用語比較 

口語之異的論述即不能完全拋開前面所述的新詞與引申兩異，又與後面的方

言之異亦有關係。但單獨列出主要因為它的實用價值。 

「先生」、「太太」、「小姐」：一類的稱呼一度在大陸成為貶語，但如今已完

全沒有貶意。改革開放後，這類稱呼特別在沿海地區又逐漸興起。大陸民眾的理

解：先生舊指教師，新的意為一般的尊稱，只限於自己的丈夫，則罕用。大陸夫

妻雙方可互用「愛人」一語對外介紹。另外丈夫指妻子常用的還有「我的家屬」

一說。  

「師傅」：是近年大陸時髦的稱呼，它適用面廣，且不分性別，不分地域。

特別是外出時一路上有求於人，開口閉口都用上這麼一個「師傅」的尊稱。  

「領導」：是大陸口語表達中一個彈性很大的官銜，上可指部門系統的最高

首長，下可指車間主任、小組長等的一般幹部。而「領導人」則不然，往往僅限

於黨政最高層的負責人。  

台灣口語中「男生」、「女生」是相當廣義的概念，那些離校尌業多年的人們

往往仍將兩性的概念置身於「男生與女生」的世界中。大陸「男生」、「女生」的

說法幾乎是以畢業離校為限。  

回答問題時，一些比較有大陸風格的表述，從肯定到否定，其程度依次如下：

絕對沒問題、問題不大、沒準、有點兒麻煩、不太好辦、沒門兒、根本不可能。

而「再研究一下」、「向領導匯報一下再說」是常用的延緩用語。  

許多常用口語表達上的差異隨著兩岸關係的互動而蕩然無存。「好好玩」( 很

好玩 ) 、「好好看」 ( 很好看 ) 這樣的口語已在大陸的閱聽群中由陌生變得親

8 



切了。同樣的，「挺好的」這句帶有大陸北方風味的口語近年來已漸漸流行於台

灣的街頭巷尾。台灣年輕人新近流行的口語中有「頭大」、「白搭」、「瞎掰」、「膿

包」等等，它們全是大陸流行的口語。 

 

2.4 手機與 PDA 的相互比較 

手機是現代人隨身必備的數位產品，而且也是最具親密性與私密性的個人通

訊裝置。隨著相關技術的成熟，消費者對手機功能的要求越來越高，現在彩色螢

幕加上相機鏡頭也只算基本規格，除了更輕、更小，人們還希望手機有更多、更

好用的功能。因此，結合 PDA 功能的智慧型手機，便成了新一波高階手機產品

的熱門發展趨勢。依照不同的設計取向，智慧型手機又可分為 PDA Phone 與

Smartphone 兩種，若用最籠統的區分方式，PDA Phone 可說是「附手機功能的

PDA」，而 Smartphone 則是「具 PDA 功能的手機」，也尌是說兩者的主要特性分

別接近於一般 PDA 或是手機。 

 

作業系統比較   圖二 

 

因為目手機的執行速度並不夠快，而且各家廠商推出的作業系統又不一樣，



為了能使各家手機都能使用的程式，只能選擇使用 Java 來開發軟體。但是 Java

的缺點尌是執行速度慢，所以本專題才會偏向使用 PDA 作為開發平台。 

 

 

三、系統開發流程圖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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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架構 

4.1 設備需求 

需要兩台 x86 桌上型電腦作為伺服器，透過下列開發工具軟體來以建置 Web

及 Database 伺服器。另外需要具有連線能力的乙太網路，作為對外連結的媒介。 

 

軟體需求： 

1.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2.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  SQL 2005 Server  

4.  ASP.NET Web Forms  

5.  ASP.NET Web Services  

6.  Visual Basic.NET  

7.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8.  Microsoft IE 6.0 或 IE 7.0 版本以上 

 

 

 

 

 

 

 

 

4.2 

系

統



功能及架構 

   圖四 

  系統設計功能有分三個版本：正體、簡體、英文，在這三個版本底下每個版

本的功能都有自建字集、以及學習的功能，然後在自建字裡面使用者可以依照自

已想要的字彙去做新增、刪除、修改、查詢。 

  在學習方面，底下有學習字彙、筆記本、中文發音、英文發音，而在學習字

彙裡面呢，有分好幾種項目的學習單元可供選擇，每個學習單元裡面都有筆記

本、中文發音、英文發音、解釋。 

 

 

 

 

 

 

五、分工執掌和進度表 

5.1 工作分配表 

編號 工作項目 工作成員 

1 啟始構思  

1-1 
蒐集資料 林國詩 

1-2 
尋找使用技術 沈哲揚 

1-3 
整合討論 朱楊慈 

1-4 
確認架構 吳俊宏 

2 系統架構 朱楊慈 

2-1 
作業流程架構 

 

2-2 
系統功能架構 

 

3 分析可行性  

3-1 
系統運作可行性 吳俊宏 



3-1-1 
人力資源可行 

 

3-1-2 
作業流程可行 

 

3-2 
安全可行性 吳俊宏、沈哲揚 

3-2-1 
系統安全 

 

3-2-2 
資料安全 

 

3-3 
經濟可行性 

陳鄧孙、林國詩 

3-4 
科技可行性 沈哲揚 

3-5 
法律與法規可行性 沈哲揚、陳鄧孙 

4 系統需求  

4-1 系統需求 吳俊宏、沈哲揚 

4-1-1 可獲取性 
 

4-1-2 可溝通性 
 

4-1-3 耐久性 
 

4-1-4 可再利用 
 

4-2 品質需求 吳俊宏、沈哲揚 

4-2-1 系統正確性 
 

4-2-2 系統可靠性 
 

4-2-3 系統可維護性 
 

4-3 介面需求 
陳鄧孙、朱楊慈 

5 
系統設計  

5-1 建立 IIS 伺服器 吳俊宏 

5-2 資料庫使用 MS-SQL 吳俊宏、沈哲揚 

5-3 設計程式介面 陳鄧孙 

5-4 程式撰寫 吳俊宏、沈哲揚 

5-5 建立資料 朱楊慈、陳鄧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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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與資料庫連結 沈哲揚 

6 
系統測試  

6-1 壓力測試 沈哲揚 

6-2 回復測試 吳俊宏 

6-2-1 白箱測試 
 

6-2-2 黑箱測試 
 

6-3 使用者測試 陳鄧孙、林國詩 

6-4 模組測試 林國詩 

6-5 防錯機制 沈哲揚 

7 
系統維護  

7-1 資訊系統維護 沈哲揚、吳俊宏 

7-2 資料庫維護 吳俊宏、朱楊慈 

7-3 支援使用者 林國詩 

 

5.2 甘特圖 

圖五 

六、未來發展 

  本次系統的開發，在過程中經歷許多挫折以及失敗，在此當中也曾經換了不

少主題，當初系統設計的理念是以如何將 E-Learning 轉化而成 M-Learning 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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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從了解 E-Learning 到如何將教學內容轉而成為 M-Learning 並利用其來學

習，當了解這些過程並且評估過後，發現這項研究所需花費的時間成本太高，因

此經過我們討論之後便決定設計一套 PDA 教學，而主題則是兩岸用語來呈現，

因為這項主題在目前是相當熱門的一項話題，現今除了在未來工作有這方面的需

求並且兩岸間的往來越趨頻繁，所需要溝通的機會也變高，除此之外也有不少的

國外人士往來於兩岸之間，基於現在的趨勢，因此便決定了這項主題。 

 

  然而，在這項設計當中在功能仍有許多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閱讀了之後無

法透過測驗來測試自已懂了有多少？；以及建立一項學習成果記錄用來記錄學習

的進度，依照進度來增加測驗的難易度…等，以上這些即是我們對未來的期許，

希望能將此系統美中不足的地方設計完善。 

 

七、結論 

  這趟專題之旅，我們學到了不少東西其中有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以及工作經

驗，或許比不上真正在社會上的實戰經驗，但每件事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種挑戰、

磨練，如果能真正能學到東西，儘管失敗再多、挫折再龐大，相信只要有心，都

能為自已開闢一條寬廣的道路，也希望在將來我們都能保持這樣的處事心態，為

前方的路開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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