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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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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法的分類

字形類的輸入法
輸入速度較快，但學習門檻較高

字音類的輸入法
學習門檻低，但輸入速度較慢

替代性的語音及手寫輸入
學習門檻低，需經過辨識的過程，效果
還不準確，而且速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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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與新輸入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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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最大取碼數

使用倉頡輸入法的25鍵來進行編碼，若
在一字最多只取3碼的狀況之下，編碼空
間為

= 16275種組合

以30個鍵來進行編碼時，編碼空間可擴
增為

= 27930種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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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編碼工具

設計編碼工具的步驟

撰寫程式找出底層部件
(該部件不可再以其他部件組合而成)

指定底層部件與字根的組合關係

指定字根與按鍵的對應

替換規則的範例 劗 贊/刂
劘 靡/刂
劙 蠡/刂
功 工/力
加 力/口
劣 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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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與優化
 每次編完碼表之後，利用程式統計一些資訊來當成評估
效果的指標，再依下列指標資訊進行調整：

總編碼數：
指所有文字的編碼方式的組合總數，愈大愈好。

重碼/同碼字的數量：
同一個編碼方式對應到的文字要愈少愈好，表示選字的機會
愈低。

字根與被取碼位置的關係：
每個字根被取成第1碼、第2碼與第3碼的數量，可決定字根與
鍵盤按鍵的對應，也可評估是否加入或抽換字根，基本上要
讓每個按鍵被當第１碼、第2碼與第3碼的次數愈接近、愈平
衡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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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大師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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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用倉頡所使用的25個按鍵，
另外加上 貪、緷、設、痢、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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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根與按鍵對應：根藏鍵中

字根與按鍵對應關係秉持「根藏鍵中」的原則：

大多數的字根可由其按鍵所代表的中文符號中拆解出
來，並將衍生且相關的字根一同置於相同按鍵上，如
：

「貪」的字根包含「亽」、「亼」、「 」、「 」
、「頁」、「貝」、「目」，均是「貪」字內部的一
個部份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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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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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鍵切換
範例

按熱鍵換下一候選字

按熱鍵換下一候選字

按熱鍵換下一候選字

直接輸入下一個字

我傾

我

我貨

按人、戈、貪3鍵，自動送出第1候選字

我貸

我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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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規則

順序: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由外而內

拆碼另需要遵守以下原則：

碼少優先

分割優於交錯

接觸點少優先

線段完整優先

大碼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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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原則－碼少優先

要涵蓋整個中文字，拆解之字根總數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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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原則－分割優於交錯
碼數相同時，分割式結合＞交錯式結合。
 分割式結合 ─ 兩字根分據上下方、左右方或外
內部，相互有可能接觸但無交錯重疊的狀況。

 交錯式結合 ─ 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交錯重疊，
產生交叉的點(又稱為接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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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原則－接觸點少優先

若前述兩原則分不出高下時，以字根與
字根之間的總接觸(或切割)點數最少者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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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原則－線段完整優先

若前述三個原則仍分不出高下時，則「裁在
線段邊緣」優於「裁在線段中間」(盡量保持
線段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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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原則－大碼優先

若上述四個原則依然無法分出高下時，
則採「前碼優先取較大碼」之原則，即
前碼所擁有的筆畫數愈多愈好，若筆畫
數一樣多，則前碼佔面積愈大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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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碼原則的口訣

以上字根拆解原則的口訣可歸納如下：

碼少>分割>交錯>觸點少>完整>大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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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碼原則：最多只取3碼

總碼數未超過3碼：依序全取。

超過3碼之連體字：取首、次、尾3碼。

超過3碼之分體字：取字首之首碼與字身之首
、尾碼；若字身僅單碼，則字首取首、尾碼
後再取字身單碼。

口尾碼換碼原則：取碼後，若末碼為「口」
且其前一碼未被取用，則將末碼改取為其前
一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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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比較

22/30



NCS2009

理論最少平均按鍵次數的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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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最少平均按鍵次數的推導
(不考慮字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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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最少平均按鍵次數的推導
(考慮字頻影響)

字頻統計資訊與理論平均按鍵次數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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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輸入法之比較

不考慮字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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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輸入法之比較(續)

考慮字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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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師大大師輸入法特點

根藏鍵中：學習門檻更低

三碼上字、熱鍵換字：輸入速度更快

僅用30鍵：手指移動距離短

程式協助排字根表：同碼字選字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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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方向
 已在Windows XP系統實作了師大大師輸入法的程式
，未來除可增列簡碼之外，在一些其他輔助的功能
上，仍可再做一些增強，比方簡繁轉換、特殊符號
輸入，或者是將unicode所收錄的全部中文字皆列入
處理範圍。也可設法在其它平台上實作。

 利用此論文發表時正式公開，並在網路上
(http://www.csie.ntnu.edu.tw/~linss/)免費開放
給大眾使用，以效法當年朱邦復先生奉獻之精神。
日後將視試用之狀況，繼續改良，以提供國人一個
免費、優良的輸入法而努力。

感謝您的聆聽，歡迎下載試用
http://www.csie.ntnu.edu.tw/~lin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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