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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常用手語辭典 APP 介面

之一，聽人未學習手語，而限制了聽障

者與聽人間的互動交流機會（林寶貴、

楊雅惠，2013）。在教育安置上也因不

同的溝通模式，教師不懂手語，無法對

使用手語的聽障學生或聾人，透過手語

的教學達到教育目標；聽人同學不懂手

語，無法和聽障同學發展友誼關係與社

會互動（楊雅惠，2015）。

因此，因應科技新時代，為滿足現

代人快速、有效率學習手語，以下介紹

政府與民間單位建立多種學習手語的資

源，「常用手語辭典 APP」、「台灣

手語線上辭典」及「台灣手語電子資料

庫」，讓師生、家長、專業領域人員或

想學手語的人，能即時學習，學手語好

方便。

一、常用手語辭典 APP

「常用手語辭典」（如圖 1）是由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委託臺

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規劃建置，

是台灣第一支官方單位所研發之手語

APP（APP 相關資訊請詳閱表 1），整

合靜態中英文字、圖片和動態的聲音和

影像等效果，以新興的資訊科技呈現

「常用手語辭典」的紙本內容，提供即

時、快速、互動和多元的另一種學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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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 Android IOS
價格 免費 免費

類別 教育 教育

安裝下載 Google play App store ／ iTunes
目前版本 1.0 1.0.2
最低版本需求 需求 4.1�以上 需要� iOS 7.0 或以上版本。與�

iPhone、iPad�及�iPod touch�相容

大小 3.9M 2.0 MB

表 1
常用手語辭典 APP 相關資訊

語方式（林寶貴，2015）。

在「基礎」功能分類裡有手語六十

基本手勢、國語口手語音標手勢、部首

手勢及英文字母手勢。進入「詞彙」有

14 類主題分類的詞彙，含數字／日期、

人物、飲食、日常用品、教育、醫療／

運動、動／植物、常用地名／國名、交

通、氣候、資訊、法律、情緒、其他等

分類，另外尚有常用及進階詞彙，每次

會隨機抽取十組不同詞彙供使用者學

習。在「會話」功能項目中，有例句和

短文兩個子項目。此尚附有「測驗」功

能，提供自我測試支用，，更設置倒數

時間，在有限時間內激發自我潛能，歷

史紀錄及錯題一百列表亦可讓使用者在

測驗之後隨時再次反覆學習，提升學習

成效。

除上述功能外，另有記錄複習手語

的書籤、連結台灣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

殊教育司及師大特教中心的網站、每日

練習一手語、相關手語最新消息、手語

人才庫等附錄。

二、台灣手語線上辭典

「台灣手語線上辭典」是由國立中

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從 2001 年在國科

會支持下開始進行規劃、收集詞項、錄

影、剪輯、文字說明、網站建置等工作 

（蔡素娟、戴浩一、陳怡君，2015）。

線上辭典查詢功能分為「關鍵字查

詢」、「筆劃查詢」，以及 2015 年第

三版增加「手形」與「位置」的查詢功

能。「手形查詢」依手語的手形樣貌作，

將台灣手語手形分成一指至五指手做為

搜尋篩選；「位置查詢」依手語所出現

的位置做搜尋篩選。

查詢結果包含影片、該詞彙的手形

與位置以及動作說明。若該詞條為多義

詞，或是可以用不同中文詞彙來表達同

一個概念的同義詞時，查詢結果也一併

將多義詞以及同義詞列出。另，查詢詞

彙時，有時會有多個相似的結果出現，

例如以中文查詢「會」時，查詢結果會

顯示「會 _N」與「會 _S」，「_N」

代表台灣手語的北部方言打法，而「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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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台灣手語地名電子資料庫頁面

圖 2台灣手語線上辭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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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手語姓氏電子資料庫頁面

S」代表台灣手語南部方言的打法（蔡

素娟、戴浩一、陳怡君，2015）。 而

手語影片有三種撥放速度可供學習者選

擇，第一種是正常撥放速度，第二種是

二分之一慢速撥放速度，第三種是四分

之一慢速撥放速度。

對 於 有 興 趣 學 習 台 灣 手 語

的 人， 這 是 一 個 便 利 的 詞 彙 學

習 平 台； 從 事 特 殊 教 育 的 教 師

也 可 以 利 用 這 個 網 站 協 助 教 學 

（蔡素娟、戴浩一、陳怡君，2015）。

台 灣 手 語 線 上 辭 典 網 址：

http://140.123.46.77/TSL/。（如圖 2）

三、台灣手語電子資料庫

《台灣手語電子資料庫》是國立中

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張榮興教授在

2011 年 8 月所完成的資料庫，目前已

經完成的資料庫有兩個：「台灣手語地

名電子資料庫」及「台灣手語姓氏電子

資料庫」。

（一）台灣手語地名電子資料庫

對聾朋友、手語翻譯員以及有興趣

學手語的聽人而言，很多不是生活中常

見的地名往往也不知如何表達，透過本

資料庫，聾朋友、手語翻譯員以及有興

趣學手語的聽人朋友可以了解更多不同

縣市的地名打法，擴充自己地名的詞彙

量（張榮興，2011）。

涵蓋的台灣手語地名總計10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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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地名都提供手語影像，也能看到每

個地名相關文字的分析描述包括四個項

目：表達方式、造詞策略、運用手形和

打法描述。

此資料庫有三種主要的查詢方式：

1. 透過頁面上的台灣地圖，點選所要查

詢的縣市；2. 透過頁面右邊的「請輸入

地名」欄位，輸入所要查詢的地名；3.在

影片上方有一列各縣市名稱的欄位，點

選所要查詢的縣市。

台 灣 手 語 地 名 電 子 資 料 庫 網

址：http://signlanguage.ccu.edu.tw/

placenames.php。（如圖 3） 

　　（二）台灣手語姓氏電子資料庫

資料庫主要蒐集台灣手語姓氏的表

達方式，不包含聾朋友稱呼彼此的綽號

或名字的稱呼，目前資料庫的姓氏名稱

總計 407 個。本資料庫對每個姓氏都提

供描述和說明，每個詞彙的描述都包括

四個項目：表達方式、造詞策略、運用

手型和打法描述（張榮興，2011）。

此資料庫有三種主要的查詢方式：

1. 透過單姓及複姓列表，點選所要查詢

的手語姓氏。2. 透過頁面右邊的「請輸

入姓氏」欄位，輸入所要查詢的姓氏。

3. 在影片上方有一列姓氏筆劃的欄位，

點選欄位的某一筆畫，屬於該筆劃的姓

氏將依序排列在影片右邊「姓氏查詢結

果」的欄位內，點選所要查詢的姓氏，

即可觀看該姓氏的影片和描述。

台灣手語姓氏電子資料庫網址：

http://signlanguage.ccu.edu.tw/name/

familynames_database.php。（如圖 4）

 

參、手語即時翻譯系統

全台灣約有十二萬多人具有聽覺

及語言機能障礙，但專業的手語翻譯

證照人員僅二百七十六人（吳柏軒，

2015），資源極其有限，若要申請手語

翻譯員需向社會局或勞工局申請手語翻

譯員協助，每月有限額的時間，預約申

請耗時外，能利用的時間也不多。

當遇狀況時，手語翻譯服務緩不

濟急，臨場的溝通該如何是好？其實國

內有不少學術單位投入手語即時翻譯系

統的研發，例如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子

工程系的「手語即時翻譯系統」、國立

中正大學資管系的「智慧型即時台灣手

語翻譯系統」、國立成功大學資工所及

醫工所的「PC-Based 臺灣手語轉語音

溝通輔助系統」等（小博士談輔具，

2015）。 

以 下 介 紹 一 個 手 語 溝 通 軟 體

「SignChat 手語翻譯溝通板」，能藉由

點選軟體中的手語圖卡，將其轉換為中

文文字，也可將中文語音轉換為手語圖

卡，達到即時翻譯手語內容的目的，化

解手語溝通障礙。 

一、SignChat 手語翻譯溝通板 APP

此 APP 應用程式於 2015 年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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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即時學習手語的資源，提供老師、

家長或有興趣學習手語的人一個便利的

學習平台，學習手語學習者不用再抱著

厚重的手語教材來看書對照圖畫及解說

練習，只要有智慧行動裝置，到哪裡都

能學習，且介面很友善，相當容易上

手，此外，不僅有手語圖示，還有真人

影片，學習效果更加倍。

而手語即時翻譯，如 SingChat 可

雙向翻譯即時的溝通媒介，除了用在生

活對話上，也能運用在教育上，教師不

會比手語，但可藉文字經由翻譯系統轉

為手語圖示輸出，讓聽障生順利接受訊

息，相反地，聽障生也能藉手語輸入法

提出問題，系統將其轉成文字，讓不懂

手語的老師也能了解其問題內容，這樣

讓就擁有一個無障礙的學習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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