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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研發概要 



小學堂研發概要 

Å小學堂是形、音、義綜合的文字學資料庫。 

Å研發單位：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資訊科學研究所、
數位文化中心 

Å研發時間：1993年迄今，已超過20年。 

Å開放日期：2013年4月26日 

Å小學堂網址：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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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小學堂研發概要(續) 

Å中研院資訊所自1993年起，即研擬漢字在
計算機中的制式表達，並建置漢字構形資
料庫。 

Å中研院資訊所、史語所自2002年起，陸續
合作推出小篆、金文、甲骨文及戰國文字
構形資料庫，並提供安裝光碟及網路下載。 

Å臺大中文系自1997年起，開始進行漢字古
今音資料庫基本架構的設計以及語料的判
讀，並開發雛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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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研發概要(續) 

Å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歷經多次擴充及改版，
並於2009年邀請中研院資訊所加入研發團
隊，協助修改系統，重整資料庫架構，並
於2011年9月開放供外界使用。 

Å漢字構形資料庫隨後依循漢字古今音資料
庫的架構，重新開發提供線上查詢，並整
合成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於2013年4月開
放供外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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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收錄現況 

Å小學堂收錄的字形，包括甲骨文、金文、
戰國文字、小篆及楷書，字數近22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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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字數 備註 

甲 骨 文 24701 

金 文 23836 

戰國文字 68489 
其中楚系簡帛文字37614個、秦系簡牘文字
3902個、傳抄古文字26973個。 

小 篆 11101 含古文、籀文、篆文、或體、俗字、奇字 

楷 書 91786 

219913 2016/03/31統計 



小學堂收錄現況(續) 

Å小學堂收錄的字音，包括上古音、中古音、
近代音、現代音，筆數近130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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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筆數 備註 

上古 56169 

中古 232128 含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韻書 

近代 28593 含中原音韻、中州音韻、洪武正韻等韻書 

現代 980353 

其中官話44178筆、晉語10707筆、吳語83082筆、
徽語4708筆、贛語71743筆、湘語15032筆、閩
語135604筆、粵語325609筆、平話94702筆、客
語156544筆、其他土話38444筆。 

1297243 2016/03/31統計 



小學堂收錄現況(續) 

Å小學堂收錄的字書索引，筆數超過35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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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字書 

甲骨文 
甲骨文編、甲骨文字詁林、甲骨文字集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新
甲骨文編、甲骨文字編 

金文 金文編、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新金文編 

戰國文字 
楚系簡帛文字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秦簡牘文字編、戰國古文字
典：戰國古文聲系、傳抄古文字編 

小篆 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說文新證 

韻書 廣韻、集韻 

楷書 漢語大字典、康熙字典、中文大辭典 



小學堂連結的線上字典 

Å小學堂已連結五部線上字、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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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字典 負責單位 網址 

異體字字典 
教育部開發，現由國家教
育研究院維護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教育部開發，現由國家教
育研究院維護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CNS11643中文標準
交換碼全字庫 

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
資料中心開發，現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維護。 

http://www.cns11643.gov.tw/ 

開放康熙字典 中華開放古籍協會 
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

zidian/ 

國際電腦漢字與異體
字知識庫 

中央研究院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http://www.cns11643.gov.tw/
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zidian/
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zidian/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


小學堂架構 



小學堂架構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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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架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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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架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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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述資料庫以字音相互連結 



小學堂架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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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述資料庫以字形相互連結 



聲韻系統 

時代 聲韻系統 

上古 

先秦 

高本漢系統 

王力系統 

董同龢系統 

周法高系統 

李方桂系統 

兩漢 
東漢 

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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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系統(續) 

時代 聲韻系統 

中古 

魏晉南北朝 

魏 

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隋唐 

高本漢系統 

王力系統 

董同龢系統 

周法高系統 

李方桂系統 

陳新雄系統 

17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區 方言點 

現代 官話 

東北官話 長春 

北京官話 北京 

北方官話 天津、巨鹿、濟南、惠民、日照、廣靈 

膠遼官話 榮成、蓋縣 

中原官話 

鄭州、宿州市、渦陽、臨泉、汝南、穎上、洛陽、蕭
縣、蚌埠市、鳳陽、壽縣、霍州(霍縣)、臨汾、聞喜、
新絳、吉縣、運城、永濟、萬榮、西安、西寧、臨夏 

蘭銀官話 蘭州、銀川、烏魯木齊 

西南官話 
成都、重慶、大理、昆明、鍾祥、武昌、榕江、零陵、
桂林、桂林(臨桂)、柳州(雒容) 

江淮官話 

懷遠、天長、淮南、定遠、揚州、滁縣(滁州)、滁州、
全椒、合肥、六安、含山、巢縣(巢湖)、當塗、舒城、
蕪湖、無為、桐城、桐城(安徽省志)、宣城、樅陽、貴
池、青陽、安慶、如皋、孝感 

18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晉語 

并州片 婁煩、太原、清徐、文水、太谷、祁縣、平遙、孝義 

呂梁片 臨縣、離石、汾陽、嵐縣、石樓、隰縣、汾西 

上黨片 沁縣、平順、長治、長子、高平、陵川 

五台片 朔州、代縣、五寨、五台、忻州 

大包片 天鎮、大同、山陰、平定、和順 

邯新片 晉城、陽城 

19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吳話 

太湖片 

丹陽後巷童家橋、靖江、丹陽、江陰、海門、常州、金壇西崗、
溧陽、宜興、常熟、無錫、寶山霜草墩、寶山羅店、崑山、嘉
定、蘇州、蘇州(當代吳語)、上海、南匯周浦、松江、吳江黎
里、吳江盛澤、嘉興、上海(三林塘)、湖州雙林、杭州、餘姚、
紹興、諸暨王家井、嵊縣崇仁、嵊縣太平、寧波 

台州片 黃岩 

甌江片 溫州 

婺州片 東陽(巍山鎮)、蘭溪(諸葛鎮)、金華、永康 

處衢片 
雲和、開化、龍游、衢州、常山、江山(江山市)、玉山、遂昌、
廣豐(永豐鎮)、浦城(南浦鎮城關話)、慶元 

宣州片 

當塗縣年陡鄉、蕪湖縣灣址鎮、宣州市裘公鄉、蕪湖縣、繁昌
縣城關鎮、繁昌、銅陵縣太平鄉、銅陵縣、南陵(仙坊話)、南
陵縣奚灘鄉、青陽縣童埠鎮、涇縣、涇縣茂林鎮、黃山區廣陽
鄉、石台縣七都鎮、當塗縣湖陽鄉、貴池市茅坦鄉、寧國市莊
村鄉、黃山區永豐鄉、貴池市灌口鄉、寧國市南極鄉、黃山區
甘棠鎮、涇縣厚岸鄉、青陽縣陵陽鎮、石台、石台縣橫渡鄉 

20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徽語 

績歙片 
旌德(安徽省志)、績溪(華陽鎮)、績溪(安徽省志)、歙縣
(徽城鎮) 

休黟片 

黃山(湯口)(安徽省志)、黟縣(安徽省志)、黟縣(碧陽鎮)、
祁門(安徽省志)、休寧(海陽鎮)、屯溪(屯溪城裡)、屯溪
(安徽省志)、婺源(紫陽鎮) 

祁德片 祁門(祁山鎮) 

嚴州片 
淳安(淳城鎮)、建德(梅城鎮)、遂安(獅城鎮)、壽昌(壽
昌鎮) 

21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贛語 

昌靖片 
湖口、星子、都昌、修水、永修、平江(南江)、安義、
奉新、南昌、南昌(漢語方音字匯)、高安 

宜瀏片 宜豐、上高、萬載、新余(沙土)、醴陵(白兔潭)、萍鄉 

吉茶片 永豐、蓮花、吉安、吉水(螺田)、永新、泰和、茶陵 

撫廣片 
東鄉、臨川、南城、宜黃、邵武、黎川、南豐、泰寧縣、
泰寧(城關話)、建寧、建寧(城關話) 

鷹弋片 樂平、波陽、余干、橫峰、弋陽 

大通片 陽新(國和) 

懷岳片 
岳西、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河塔)、宿松(安徽省
志)、望江、東至 

22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湘語 

長益片 湘陰、益陽、長沙、湘潭、邵東、衡山、洪江 

婁邵片 
安化、新化、婁底、雙峰、邵陽、隆回、武岡、祁陽、
城步、全州(縣城)、灌陽(文市) 

吉漵片 古丈、沅陵、吉首、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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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區 方言點 

現代 閩語 

閩南區 

永春、漳平(永福)、龍岩、南安(溪美鎮)、泉州、晉江(青陽鎮)、長
泰、漳州、廈門、漳浦、龍岩(適中中心村)、漳平(新橋南豐村)、龍
岩(萬安涂潭村)、晉江(英林鎮)、大田、大田(前路話)、潮州(府城話)、
潮州(漢語方音字匯)、揭陽(榕城話)、澄海、汕頭(汕頭市區)、海豐
(海城鎮)、陸豐(內湖鎮)、大埔元洲仔(香港新界福佬話)、電白(霞洞
鎮黎話)、遂溪、海康(雷城話) 

莆仙區 仙游(城關話)、莆田 

閩東區 古田、尤溪、馬祖、福州、福清、壽寧、福鼎、柘榮、福安、寧德 

閩北區 
崇安、崇安(崇城鎮城關話)、石陂、建陽(潭城鎮城關話)、松溪、建
甌、建甌(市志) 

閩中區 沙縣(城關話)、明溪(城關話)、三明(三元話)、永安 

瓊文區 澄邁 

廣西閩語 平南(上渡雅埠)(廣西漢語方言) 

閩方言島 中山(隆都)(珠江三角洲)、中山(隆都)(廣東閩方言)、中山(三鄉) 

海外閩語 曼谷(潮州話)、馬來西亞(柔佛新山潮州話) 

邵將過渡區 順昌、將樂(城關話) 24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粵語 

廣府片 

樂昌、仁化、韶關、曲江(馬壩)、英德(浛洸)、英德、佛岡、清遠、從化(城內)、花
縣(花山)、桂平(縣城)、增城(縣城)、三水(西南)、廣州、肇慶(高要)、佛山(市區)、
番禺(市橋)、雲浮(雲城)、南海(沙頭)、高明(明城)、順德(大良)、新田蕃田(圍頭話)、
新興、大埔三門仔(蜑家話)、大埔泰亨(圍頭話)、香港(市區)、西貢蠔涌(圍頭話)、
澳門(市區)、寧明(縣城)、北海(廉州鎮)、北海(南康鎮)、北海(沙田鎮海邊話)、北海
(市區白話)、北海(營盤鎮佤話) 

高陽片 百色(市內)、南寧(市內)、欽州(市內)、陽江、北海(市內) 

四邑片 
鶴山(雅瑤)、江門(白沙)、新會(會城)、開平(赤坎)、斗門(上橫水上話)、台山(台城)、
斗門(斗門鎮)、恩平(牛江) 

勾漏片 

臨桂(五通)(土話)、融水(縣城)(土拐話)、連縣(清水)、平樂(張家)(土話)、連山(布田)、
宜州(德勝)(百姓話)、陽山、蒙山(西河)、信都(鋪門)、懷集、百色(那畢)(平話)、廣
寧、武宣(樟村)(伢話)、封開(南豐)、四會、郁南(平台)、賓陽(新橋)(賓陽話)、德慶、
貴港(南江)、南寧(沙井)(平話)、羅定、北流(唐僚)、橫縣(縣城)、扶綏(龍頭)(平話)、
崇左(四排話)(平話)、博白(縣城) 

吳化片 靈山(縣城)、浦北(縣城) 

香山片 中山(石岐)、珠海(前山) 

莞寶片 東莞(莞城)、寶安(沙井)、香港(新界錦田) 

海外粵語 馬來西亞(吉隆坡廣東話)、曼谷(廣府話) 25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平話 

桂北片 

寧遠(清水橋)、龍勝(紅瑤)、靈川(三街)、靈川(潭下)、
桂林(朝陽)、桂林(雁山竹園)、臨桂(兩江)、永福(桃城)、
陽朔(驥馬)、臨桂(五通)、融水(融水鎮)、平樂(青龍) 

桂南片 

富寧(剝隘)、百色(那畢)(平話音韻研究)、馬山(喬利)、
田東(林逢)、賓陽(蘆墟)、南寧(亭子)、橫縣(橫州)、扶
綏(龍頭)、龍州(上龍)、藤縣(藤城)、鬱林(福綿) 

26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片 方言點 

現代 客語 

粵台片 

從化(呂田)、河源(廣東)、揭西(廣東)、河源(紫金縣柏埔鎮)、梅縣(廣東)、惠州
(市區)、東莞(清溪)(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東莞(清溪)、深圳(沙頭角)、沙頭角麻雀
嶺(香港新界)、西貢荔枝莊(香港新界)、沙田赤泥坪(香港新界)、香港、屯門楊小
坑(香港新界) 

粵北片 連南(廣東)、翁源(廣東) 

汀州片 寧化(福建)、長汀(福建)、武平(福建)、秀篆(福建詔安) 

寧龍片 寧都(江西)、寧都縣梅江鎮、石城、龍南、定南、全南、全南縣城廂鎮 

于信片 
于都、上猶縣社溪鄉江頭、贛縣(江西蟠龍鎮)、上猶(江西)、南康、南康市蓉江鎮、
大余(江西)、安遠縣欣山鎮、安遠 

銅桂片 

修水縣黃沙橋鄉、澡溪、平江(嘉義鎮)、三都(江西銅鼓)、銅鼓、瀏陽(小河鄉)、
醴陵(南橋鎮)、攸縣(漕泊鄉)、茶陵(桃坑鄉)、十都(炎陵縣十都鄉)、井岡山、水
口(炎陵縣水口鎮)、新田(冀村鎮)、汝城(濠頭)、汝城(三江口)、汝城(三江口鎮)、
宜章(關溪鎮)、江華(未竹口鄉) 

粵西片 
信宜思賀、信宜錢排、陽春三甲、高州新垌、廉江石角、陽西塘口、電白沙琅、
化州新安、廉江青平 

廣西客語 
梧州西河(蒙山)、南寧馬山(片聯)、玉林興業(高峰鄉)、玉林容縣(縣底鎮縣底村)、
玉林北流(西埌鎮木棉村)、玉林北流(塘岸)、玉林福綿(橋鎮新沙村)、玉林陸川(客
贛方言調查報告)、玉林陸川(橫山鄉四和村)、玉林博白(新田鎮村頭村) 

客語方言島 中山(南蓢合水)、中山(五桂山、南蓈) 

海外客語 曼谷(半山客話)、馬來西亞(柔佛士乃客家話) 27 



聲韻系統(續) 

時代 方言 區 方言點 

現代 
其他
土話 

桂東桂北
土話 

富川(七都話)、富川(八都話)、鍾山(公安)、賀州(九都
話) 

湘南土話 湖南(道縣)、江永城關(白水村)、江永城關(市區) 

粵北土話
(韶州土話) 

豐陽、星子、西岸、保安、連州 

28 

註：灰色字表尚未有資料 



小學堂銜接機制 



小學堂各資料庫的銜接機制 

Å小學堂各資料庫除可獨立使用外，彼此間
亦可互相銜接。 

Å銜接機制為網址加上字形。例如「學」字： 

ï小學堂：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學 

ï字形演變：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char=學 

ï上古音：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char=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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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文字銜接機制 

Å小學堂收錄的字形，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
文字、小篆及楷書，字數近22萬個。 

Å楷書及小篆的對應，可參考《漢語大字典》的
字形源流演變。 

Å小篆（或楷書）和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的
對應，可參考個別的文字編。 

Å楷書繁簡字、古今字等異體字的對應，可參考
《漢語大字典》的異體字表。 

Å小學堂的異體字表資料庫可用來處理古今文字
的銜接。 

31 



異體字表資料庫 

Å本資料庫是以《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表為基礎。 

Å《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表的編排是採用主體字
統領異體字的方式，將同一主體字統領的簡化
字、古今字、全同異體字（指音義全同而形體
不同的字）、非全同異體字（指音義部分相同
的異體字），集中在該主體字下編為一組。 

Å本資料庫可透過主體字銜接到小學堂各資料庫。 

Å本資料庫也可透過異體字中的古今字銜接到小
學堂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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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字表資料庫(續) 

主體字 異體字 銜接字 備註 

風 风 風 「风」為簡化字 

于 
亏 

于 「亏」為「于」的異體字 ，也是「虧」
的簡化字。 

虧 虧 

燃 然 然 「燃」、 「然」為古今字 

創 
刅 刅 「創」有「創傷」、 「創造」二義；

「創傷」義的本字為「刅」， 「創造」
義的本字為「刱」 。 刱 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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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字形處理機制 



小學堂字形處理機制 

Å小學堂收錄的古今漢字總數近22萬個，其中電腦缺
字超過一半。 

Å目前電腦系統字集大小不一，使得缺字的處理更加
複雜。 

Å小學堂的缺字是以構字式及風格碼來表達，網頁的
缺字則用圖片來呈現。 

Å為了處理上的方便，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字頭及字
形表皆以字形圖片呈現。 

Å小學堂提供字形圖片和電腦系統字集的對應。 

Å小學堂提供Microsoft Word增益集，以編輯字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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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字式 

構形
符號  

說 明  構字式範例  

連
接 

符
號 

  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由左至右   

  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由上至下   

  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由外至內    

形
標 

  

示結束，部件則包夾於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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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字式(續) 

構形符號  說 明  構字式範例  

重
疊
符
號 

 2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林＝ 木 

 2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棗＝ 朿 

 3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子 

 3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小 

 3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三角狀排列 轟＝ 車 

 4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4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一 

 4個相同部件之組合方式為四角狀排列 燚＝ 火 



標示符號 

出處 字或字形 

古漢字 風格碼 風格碼 

38 

風格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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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碼 (續) 



小學堂增益集 

Å可於Microsoft Word文件調整小學堂字形圖
片的字體及大小。 

Å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XP/Vista/7 

ÅWord版本：Microsoft Word 2003、2010、
2013 

Å下載網址：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download/Xiao

xue_Add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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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檢字機制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檢字機制 

字
號 

字
形 

部
首 

筆
畫 

部
件 

國
語
注
音 

漢
語
拼
音 

中
古
聲
調 

中
古
韻
目 

中
古
字
母 

反
切 

上
古
韻
部 

小學堂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異體字表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字形演變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小篆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金文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甲骨文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楚系簡帛文字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秦系簡牘文字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傳抄古文字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檢索欄位 

資料庫 

42 
註：可透過古今漢字的銜接機制由楷書檢索到對應的古漢字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檢字機制(續) 

卷
數 

說
文
部
首 

說
文
重
文 

器
名 

器
號 

銅
器
時
代 

合
集
號 

舊
著
錄 

出
處 

古
漢
字
部
件 

小學堂 

異體字表 

字形演變 

小篆 可 可 可 可 

金文 可 可 可 可 可 

甲骨文 可 可 可 可 

楚系簡帛文字 可 可 可 

秦系簡牘文字 可 可 

傳抄古文字 可 可 

檢索欄位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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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檢字機制 

字
號 

字
形 

部
件 

攝 聲
調 

韻
目 

韻
部 

字
母 

聲
類 

開
合 

等
第 

清
濁 

反
切
上
字 

反
切
下
字 

又
音 

又
切 

叶
音 

音 擬
音 

廣韻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集韻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附釋文互
註禮部韻
略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增修互注
禮部韻略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中原音韻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中州音韻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洪武正韻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檢索
欄位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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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檢字機制(續) 

字號 字形 部件 韻部 聲母 韻母 調值 調類 

上古音(先秦)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上古音(兩漢) 可 可 可 可 

中古音(魏晉) 可 可 可 可 可 

中古音(南北朝) 可 可 可 可 可 

中古音(隋唐擬音) 可 可 可 可 可 

官話、晉語、吳語、
徽語、贛語、湘語、
閩語、粵語、平話、
客語、其他土話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檢索欄位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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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輸入表 

類別 輔助輸入表 

字形 
部首、說文部首、說文重文、銅器時代、舊著錄、出處（楚
系文字、秦系文字、傳抄古文字） 

字音 

國語注音、攝、聲調（廣韻、中原音韻、中州音韻）、韻目
（廣韻、集韻、禮部韻略）、韻部（先秦、兩漢、魏晉、南
北朝、中原音韻、中州音韻、洪武正韻）、字母（廣韻、中
原音韻）、聲類、開合、等第、清濁、聲母（國際音標）、
韻母（國際音標）、調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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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輸入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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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瀏覽量分析 



小學堂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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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瀏覽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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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堂瀏覽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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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結語 

Å小學堂是一個整合型的資料庫，期望能以
單一查詢界面，透過檢索出的字頭，銜接
網際網路上不同的形、音、義資料庫。 

Å小學堂各資料庫均可透過網址銜接 

Å期待各單位開發的形、音、義資料庫，皆
可提供銜接機制，互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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