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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摘要 
1.是否為延續性計畫？（請擇一勾選）  □是  ■否 

2.執行重點項目（請擇一勾選）： 

 □ 環境科學教育推廣活動 

 □ 科學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之研究發展 

 □ 科學資賦優異學生教育研究及輔導 

 ■ 鄉土性科學教材之研發及推廣 

 □ 學生科學創意活動之辦理及題材研發 

3.辦理活動或研習會等名稱: 無。 

4.辦理活動或研習會對象：無。 

5.參加活動或研習會人數：無。 

6.參加執行計畫人數：9人 

7.辦理/執行成效：本計畫於執行期間，廣泛蒐集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並加以比較分類中

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同時翻譯未翻譯之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本計畫初步建置中英文

螞蟻學專有名詞資料庫，撰寫並發表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勘誤。研究過程中，以基因

演算法演繹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並計畫主持人並帶領科學社團學生進行螞蟻學之研

究及探索。本計畫預計可提供一個包羅萬象的蟻學參考資料給教育界、政府、大專院校、

協會學會及其他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團體，促進科學教育專業人士對昆蟲學層面的辭彙及

定義有普遍性的了解，並期待在未來建立螞蟻學正確溝通必要的用語意義，對相關辭彙

提供有限制範圍的意義，使螞蟻的科學研究鄭是成為一個完整的學門。 

 

二、計畫目的 
（一） 蒐集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 

（二） 比較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 

（三） 翻譯未翻譯之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 

（四） 建置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資料庫。 

（五） 撰寫並發表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勘誤。 

（六） 以基因演算法演繹中英文螞蟻學專有名詞。 

（七） 帶領科學社團學生進行螞蟻學之研究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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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供一個包羅萬象的參考資料給教育界、政府、大專院校、協會、學會及其他對這

方面有興趣的團體。 

（九） 促進科學教育專業人士對昆蟲學層面的辭彙及定義有普遍性的了解。 

（十） 建立螞蟻學正確溝通必要的用語意義。 

（十一） 對相關辭彙提供有限制範圍的意義。 

（十二） 定調螞蟻學活動的關鍵字。 

 

三、研究方法 
（一）系統的蒐集螞蟻學相關書籍文獻，包括： 

1.科普書籍。 

2.碩博士論文。 

3.期刊。 

4.新聞報導。 

5.資料庫。 

6.中小學科學展覽參賽作品。 

7.翻譯作品。 

8.蟻學專書。 

9.其他。 

（二）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是演算技術，但是也是一種思考概念，應用的軟

體是 CODE。運用的方法如下：  

1.分類詞條：我們建置螞蟻學專有名詞資料庫，以文字詞性、文字長度、研究領域、

個體或群居、演化、形態等等特性區別專有名詞詞性。 

2.產生新詞條：利用基因演算法的概念，例如：我們知道「產雄生殖」，也知道「產

雌生殖」，同時也知道「孤雌生殖」，也知螞蟻聚落內有「蟻后」、「工蟻」及

「工蟻型蟻后」，利用 GA的概念，產生新的詞條「工蟻型蟻后孤雌產雌」，這樣

專有名詞彙編就有意思了，不但自動演繹專有名詞，擴大了彙編的內容，同時藉

由 GA找出新的未曾研究的螞蟻學新領域。 

3.分詞方式：分詞標準是以經濟部 CNS《中文分詞處理原則》為藍本，並參照國內外

相關研究做出修訂。本研究的分詞是以能夠產生對應的詞類標記為主要考量，以

提升檢索效能、判斷句型複雜度為最終目標。 



 

(三)分詞原則 

     規定分詞之依據，包含分詞單位的定義、基本原則與輔助原則。 

1.分詞單位的定義：具有獨立意義，且扮演固定詞類的字串視為一分詞單位。 根據

定義，動詞、名詞、副詞、定詞、數詞、量詞、介詞、地方名詞、連接詞、法相

詞、體貌詞、語尾詞皆可依類一一斷開。 

2.基本原則：中文分詞標準的一般性原則，從語意、語法兩方面來規範，符合語言

學理論。(a) 有些字串因其組合後語意改變皆應視為一個分詞單位。(b) 合併結

構的意義不等於組合意義，故應合併。 

3.輔助原則輔助原則是彈性運用，視分詞的實際狀況設定分合。 

4.詞類分合原則 

針對不同詞性、不同結構的分合，說明所引用的分詞原則。 

(1)動詞：(a)並列結構、(b) 偏正結構、 (c) 主謂結構、 (d) 動賓結構、(e) 述

補結構 、(f) 重疊結構 、(g) 正反問句結構 、(h) 合併結構、 (i)中插結

構、 (j) 附於詞根表時態或特定語法功能。 

(2)普通名詞。 

(3)專有名詞：(a)單純詞、 (b)專名+普名(普名是接尾詞)、 (c)專名+普名(普

名是自由語素) 、(d)縮寫 、 (e) 特定公司名稱 、 (f) 書名、歌名及歌詞 

(4)定量式：(a)定詞：依分詞定義應予以切分。 (b)量詞：依分詞定義應予以切

分。(c)定量詞依基本分詞原則定詞和量詞應切分。 

(5)副詞。 

（四）召開專家諮詢會議，審議新詞條及解釋名詞。 

（五）設計發展螞蟻學專有名詞試用諮詢問卷與螞蟻學工具書使用教學教案 

從「認識螞蟻」開始，發展出「什麼是螞蟻學」、「什麼是螞蟻專家」、「螞蟻學」等

四個課程，再加上「如何研究螞蟻」、「有趣的螞蟻」兩個概念，擬開發出相關教

學活動，並落實於實際教學之中。本研究植基於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並且具

備科學素養。因此，將設計出來的活動教材，以九年一貫課程宣示的十大基本能

力、科學素養與多元智慧等項目，分別進行檢核。除了研究者自我檢核外，也發

檢核表給行政人員、自然科教師、導師、任教班學生及科學社團學生等，檢核各



 

個活動之設計，是否能培養十大基本能力、科學素養及運用多元智能。研究最後

階段，則擬製發學生之興趣問卷及收穫問卷。 

（六）順流學習法（flow learning）之運用將本計畫引入自然體驗精神（Cornell, 1994），

使用適合本校學生之改編版順流學習法： 

1.喚醒認識螞蟻的熱誠（Awaken enthusiasm for ants）； 

2.集中注意力搜尋螞蟻學資料（Focus attention to research for ants）； 

3.親身體驗採集螞蟻（Direct experience of collecting ants）； 

4.分享螞蟻學的啟示（Share inspiration of the myrmecology）。  

（七）螞蟻學相關獨立研究在計畫期間，透過全面的螞蟻學專有名詞編撰與蒐集，找到有

趣的題目計畫主持人挑選兩種螞蟻，指導學生以「太平洋皺家蟻搜尋密碼」與「小

而美的生活--花居單家蟻」為題，進行個別蟻種之探討，並與學生一起追查兩種螞

蟻特殊行為形成的原因、觀察兩種螞蟻不同的自然棲地、填補兩種螞蟻基礎生物學

空缺，觀察兩種螞蟻間的差異，最後則訓練學生進行書面及口頭發表，參加科學展

覽競賽。 

 

四、研究成果 
（一） 截至目前為止，已編詞條共 35頁，英文字母字首從 A到 Z共 1347個。 

（二） 名詞彙編收集詞條特性包括：中英文名稱、拉丁學名、形態構造名稱、行為、生態

研究、蟻學家、螞蟻防制、社會生物學理論、化學成份、研究法、生態特性、分工、

書名、研究主題等等。 

（三） 有超過 53％詞條除中文名稱外，亦找到中文解釋名詞內容。 

（四）名詞彙編含收集及翻譯繁體中文名稱及過去所使用的舊辭彙，並附大陸用法。 

（五）召開蟻學專家諮詢會議，審議蟻學新詞條、同物異名及解釋名詞。 

（六）實際編寫螞蟻學實用專有名詞彙編，有英文檢索，亦有按筆畫順序的中文檢索，方便

中翻英使用。 

（七）提供科普翻譯作家統一且合宜的英漢蟻學專有名詞。 

（八）引領科學社團師生體驗真實科學研究活動之文獻探討及知識管理。 

（九）出版適合中小學生物教學使用之免費線上蟻學名詞彙編工具書，掛載在學校網頁。 



 

（十）運用順流學習法帶領社團學生體驗建立螞蟻學系統知識活動的真實探索樂趣。 

 

五、討論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一） 在中小學階段的學習歷程中，螞蟻常常是學生最早接觸及探索的生命形式之ㄧ。但

是，並非所有有關螞蟻的書籍都有統一的專有名詞，所以本研究才會以此為方向，進

行螞蟻專有名詞的修訂、統一和研究。然而，光是建立龐大資料庫，就得花費大量時

間，更遑論開發此類昆蟲之教學模組。因此，後續的研究，必須持續進行，尤其儘速

加入原文專有名詞翻譯的工作更為重要，讓新的蟻學知識能夠有正確且足夠的中文名

詞對照。 

（二） 本計畫在規劃概算表時，只列報告書輸出部分之經費，並未將「英漢蟻學專有名詞

彙編」出版之經費羅列於支出項目中，故計畫完成後，應另尋求管道支援出版，以利

推廣。 

（三）中小學自然科教師在師資養成訓練中，普遍未修習過昆蟲學，在與輔導教授討論後，

認為教師之昆蟲學知識必須輔以進修研習方能增長。也就是說，本計劃完成後，若希

望教師能加以利用於教學中，必須先建立教師之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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