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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師大大師輸入法之鍵盤表

本輸入法沿用倉頡輸入法的前 25 個鍵盤字母(A~Y)，以避免更改鍵盤符號而

使現有鍵盤過於繁複。但為了降低重碼率，新增五個鍵盤符號「貪、緷、設、痢、

祤」及一個換字鍵符號「換」，如下圖。

在推行試用本輸入法階段，使用者可利用貼紙，自行寫上字，貼上這五個鍵

盤符號及一個換字鍵符號。在未來，若本輸入法推行成功，則將來在巿面上應可

買到鍵盤貼紙，或者以後大部份中文鍵盤會增印上這 6個符號。

換字鍵



第二章：師大大師輸入法

符符號號 日日((AA))

快快碼碼 是是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日日 白→→ 日日

曰曰 東→→木木曰曰

眉→→

符符號號 月月((BB))

快快碼碼 有有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月月

采→→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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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大師輸入法之字根表及字例

(185 個字根+5 個簡體字根

日日 艮→→日日

曰曰

目目 曾→→ 日日

木木

表及字例

字根)



符符號號 金金((CC))

快快碼碼 說說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金金

米→→ 木木

符符號號 木木((DD))

快快碼碼 來來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木木

五→→二二

符符號號 水水((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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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 半→→

三點水水



快快碼碼 時時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水水

屬→→尸尸

雨→→一一

三三 非→→ 三三三三

符符號號 火火((FF))

快快碼碼 為為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火火 卷→→火火二二

烏→→ 口口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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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虫

三三 其→→卄卄三三八八 橿→→木木三三田田

四點

二二

口口

田田田田



鳥鳥

符符號號 土土((GG))

快快碼碼 在在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土土

符符號號 竹竹((HH))

快快碼碼 的的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竹竹

禹→→ 虫虫

牛→→

符符號號 戈戈((II))

快快碼碼 我我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戈戈

6

虫虫 風→→ 虫虫

制→→ 巾巾



七七 乇→→ 七七

符符號號 十十((JJ))

快快碼碼 個個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十十

告→→ 一一

先→→

符符號號 大大((KK))

快快碼碼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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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十足

一一口口 失→→ 大大 生→→

朱→→ 木木

工工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大大

符符號號 中中((LL))

快快碼碼 中中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中中

申→ 曰

彳彳

巾巾

陳→→ 木木日日

書→→ 工工

衰→→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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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

工工日日 唐→→ 口口

實→→ 貝貝

毋→→



符符號號 一一((MM))

快快碼碼 一一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一一 乙→→一一

孑→→

符符號號 弓弓((NN))

快快碼碼 了了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弓弓

刀→→

力力

方→→

符符號號 人人((OO))

快快碼碼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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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人人

欠欠

符符號號 心心((PP))

快快碼碼 以以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心心

ㄅㄅ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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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號號 手手((QQ))

快快碼碼 年年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手手

千千 毛→→千千七七

壬→→千千一一

我→→ 戈戈

工工 正→→工工一一

瓦→→ 一一

拜→→

符符號號 口口((RR))

快快碼碼 可可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口口

符符號號 尸尸((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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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丟→→千千

一一 重→→千千田田土土 垂→→千千 工工

戈戈 特→→ 土土

一一

工工

工工



快快碼碼 所所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尸尸

戶戶

乙→→一一

符符號號 廿廿((TT))

快快碼碼 要要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廿廿

韭→→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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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橫兩撇

三三三三

一橫兩撇



符符號號 山山((UU))

快快碼碼 小小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山山

長→→ 一一

印→→

乍→→

辰→→

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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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段→ 十

巾巾

十殳



符符號號 女女((VV))

快快碼碼 好好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女女

互→→二二

符符號號 田田((WW))

快快碼碼 國國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田田

束→→木木

事→→

爭→→

鬥→→

虫虫 禹→→ 虫虫

臼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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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 囗囗

((注注意意：： 中中有有筆筆

君→→ 口口

虫虫

筆筆畫畫))



符符號號 難難((XX))

快快碼碼 開開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升→→

→→一一

隹隹 確→→ 口口

淵→→ 一一

兼→→

齊→→

卍→→

龍→→ 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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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一一

口口隹隹

一一 肅→→ 十十

二二 齋→→ 二二小小

月月



符符號號 卜卜((YY))

快快碼碼 不不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卜卜

鹵→→ 囗囗

訊→→言言一一

州→→

家→→

之→→

符符號號 貪貪((ZZ))

快快碼碼 會會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賒→→貝貝

16

旁邊一點

片→→

一一

乏→→

一一小小

旁邊一點



頁頁

貝貝

目目 鼎→→目目

符符號號 緷緷((，，))

快快碼碼 能能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台→→ 口口

即→→日日

車車

符符號號 設設((‧‧))

快快碼碼 這這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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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



投→→

又又

符符號號 痢痢((∕∕))

快快碼碼 到到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禾禾

六六

辛→ 一十

丁丁

于→一一

符符號號 祤祤((;;))

快快碼碼 就就

字字根根 字字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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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

哥→一一 口口



羽羽 扇扇→→戶戶羽羽

衣衣

二二 污→→ 二二ㄅㄅ

止→→

哀→→ 口口

襄→→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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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羽

ㄅㄅ

延→→ 又又 一一

口口 表→→ 一一

口口口口 二二



第三章：師大大師輸入法之

則」

1. 根據中文字的外觀「由上而下

一個字的總碼數未超過三碼

二碼。「卓」取碼為「卜」、「

2. 連體字為字的筆劃相連而難以分開的字

，則全取。若超過三碼，

體字，取碼為「 」、「

例如:兩→一巾人、片→

、商→六月八、甬→ 、

囪→竹田戈、奧→設弓大

其它的連體字例如下：梟

、南。

2. 分體字為可分割為字首和字身兩個部分的中文字

、最外或最左的部分。分體字

、尾碼，總共取三碼。而當分體字字身為單碼時

身之單碼，總共也是取三碼

字身為去掉「加」後的剩餘部份

字身取其中首、尾碼「 」、「

3. 口尾碼換碼原則：依上述規則最多取三碼後

被取用，則尾碼改取其前一碼

如：喜→土口廿、嘉→土口

→卜月月、結→糸土口、牆

、迵→戈月口

4.分體字的規則詳述如下: 分體字

的字首和字身彼此需為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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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大師輸入法之「中文字取碼規

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由外而內」去取碼

三碼，則全取。例如：「吉」取碼為「土」、「

」、「日」、「十」三碼。

字的筆劃相連而難以分開的字，若一個連體字的總碼數為一到

，則一律取首、次、尾三碼。例如：「圍」視為連

」、「 」、「 」三碼。

、其→卄三八、具→月二八、真→十月八

、手 、為→ 、大火、戚→戈竹小、臧→戈

大、哥→一 口。

梟、裊、烏、馬、焉、辰、喪、鬼、興、更、

分體字為可分割為字首和字身兩個部分的中文字，字首即是中文字內的最上

分體字其字身超過一碼時，字首取首碼，字身再取首

而當分體字字身為單碼時，字首取首、尾碼，

總共也是取三碼。例如：「駕」視為分體字，其字首為「

後的剩餘部份「馬」，則字首「加」取其中首碼「

」、「 」，共三碼(「弓」、「尸」、「火

依上述規則最多取三碼後，尾碼若為「口」且其前一碼未

則尾碼改取其前一碼。

土口力、招→手弓竹、稠→禾月土、伺→人弓一

牆→心土田、迥→戈月口、迴→戈田口、同

分體字為可分割成字首和字身兩個部份的字，

的字首和字身彼此需為分離的。字首為字體能依外內、上下或左右完整分

中文字取碼規

去取碼，若

」、「口」

為一到三碼

視為連

十月八

戈心中、

、步、婁

字首即是中文字內的最上

字身再取首

，再取字

「加」，

「力」、

火」)。

且其前一碼未

人弓一、過

同→月口

，分體字

上下或左右完整分



離的最外面、最上面或最左面的字形部份稱之

字身。分體字共有 7 種形式

(1)上-下形：字首形狀如下圖的藍色部份

例如：「產」的字首是

「魯」的字首是

「爵」的字首是

「牽」的字首是

「輩」的字首是

「勢」的字首是

「慾」的字首是

注意：「 」

「突」的字首均是

例如：器→口、口 、

(2) 蓋形：字首像一個蓋子

份)，形狀如下：

例如：「憲」的字首是「

「容」的字首是「

「冠」的字首是「

注意：疊→田田一

「喬」的字首是「

「舂」的字首是「

「僉」的字首是「

「發」 (發→女弓殳

「祭」(祭→弓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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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面或最左面的字形部份稱之。字首以外的所有部份皆為

種形式，如下：

字首形狀如下圖的藍色部份。

的字首是「文」 (產→二ㄏ工）、

的字首是「 」(魯→ 弓火日）、

的字首是「 」(爵→ 月田水）、

的字首是「 」

的字首是「非」、

的字首是「埶」 (勢→土、力）、

的字首是「欲」 (慾→八欠心）。

」視為字首，和「 」及「穴」不同，故「

的字首均是「 」 (穿→火匚竹、突→火、大）。

、叢 →火廿又、麗→一月匕

字首像一個蓋子，但並沒有蓋住下面文字的所有部份(只蓋住一部

「 」 (憲→火手心）、

「 」(容→火八人）、

「 」 (冠→緷二寸）。

田田一、罕→緷金十。

「夭」 (喬→竹口月）、

「 」 (舂→手大田）、

「 」 (僉→貪口人）、

女弓殳）、

二小）、

字首以外的所有部份皆為

「穿」和

只蓋住一部



「鴛」 (鴛→弓尸火

若蓋子(有 和

規定包含蓋子，例

「孛」的字首是「

「營」的字首是「

「學」的字首是「

愛→月心女、黨→

、譽→山廿言、碁

(3)門形：字首形狀只有兩種

習慣上視為一個部件

有部份，形狀如下

例如：「閱」的字首是

鬧→ 田二巾

注意：如果只看

，則不屬於門形，

(4)左-右形：字首形狀如下圖的藍色部份

例如：「碼」的字首是

「徽」的字首是

「舒」的字首是

「駛」的字首是

「新」的字首是
「瓣」的字首是

「孵」的字首是

「豁」的字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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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尸火）

兩種)和上方的字形相連而不能分開，則字

例如：

「 」 (孛→十女 ）、

「 」 (營→火口竹）、

「 」 (學→山女 ）、

→小口火、蒙→卄二卜、黌→山廿金、囊→十口衣

碁→卄大口、基→卄八土、益→廿月廿。

只有兩種：「門」和「鬥」，呈現左右對稱的兩個部份

習慣上視為一個部件，同時也像一個蓋子，但蓋住了下面文字的所

形狀如下：

的字首是「門」 (閱→日金金）、

二巾。

如果只看「門」和「鬥」兩字，則因其內部並沒有任何文字

，而改屬於左右形。故門→日日弓、鬥→田田

字首形狀如下圖的藍色部份。

的字首是「石」，其字身是「馬」 (碼→大尸火）、

的字首是「ㄔ」，其字身是「 」 (徽→中山女）

的字首是「舍」，其字身是「予」 (舒→ 女 ）、

的字首是「馬」 (駛→尸中戈）、

的字首是「 」、
的字首是「辛」、

的字首是「 」、

的字首是「害」(豁→火八人）、

則字首一律

十口衣

呈現左右對稱的兩個部份，

了下面文字的所

則因其內部並沒有任何文字

田田 。

）、

）、

）、



「歛」的字首是

「飲」的字首是

「頒」的字首是

(5) 左上-右下形(尸形)：字首

狀如下：

例如 處→卜女几、危→

(注意：鷹→卜人鳥

(6)左下-右上形(L 形)：字首

：

例如：趟→土小月、廷 →

二。

(7)右上-左下形(ㄟ形)：字首

：

例如 戴→十田廿、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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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首是「僉」(歛→ 人人）、

的字首是「食」、

的字首是「分」(頒→八竹頁）。

字首形狀為左上角的那一個尸形的字形，可能的形

→弓弓尸、 考→十一ㄅ、孝→十女 、痛、

人鳥 麼→卜木ㄙ 鹿→卜金匕

字首形狀為左下角的那一個 L 形的字形，其形狀如下

→弓千土、導→ 、 、甦 →一十工、麵

字首形狀為右上角的那一個ㄟ形的字形，其形狀如下

一竹二、惑→戈一心、畿→心戈田、武→一卜

可能的形

、存

卜金匕)

其形狀如下

麵→大大

其形狀如下

一卜 。



第四章：中文字之字根分解原則

依序遵守下列 4 大原則

第一原則(碼數最少原則)

要涵蓋整個中文字，拆解之字根總數量需為最少

根之結合方式僅有兩種：

(甲)分割式結合：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分據上下方

根相互之間有可能接觸到

 上下分割式結合：由上而下結合

如:求→ 十水

如:永→二水

如：亡→

 左右分割式結合：由左而右結合

如：乍→ 而不要分解成

如：九→

如：斥→ 一卜

 外內分割式結合：由外而內結合

如：芻 → 山 山

如：互→二

如：亙→二

如：桓→木二日

如：彊→弓三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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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之字根分解原則

大原則。

)：拆解碼數需最少

拆解之字根總數量需為最少。在本輸入法中，字根與字

：

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分據上下方、左右方或外內部，字根和字

有可能接觸到，但並沒有交錯重疊的狀況。

由上而下結合

而不要分解成： 二二

而不要分解成： 二二

而不要分解成：亡→ 一

由左而右結合

而不要分解成：乍→ 一一

由外而內結合

字根與字

字根和字



如：極→木二口ㄅ又

如：丕→二小

如：晉→二ㄙㄙ日

如：齊→ 二」

如：正→工一

 其它例子：

如：師→ 一巾

(乙)交錯式結合：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交錯重疊

。

如：丸→ 、

如：申→ 日

如：奄→大 日

如：唐→ 口

如：庚→

東 取碼：木日

束 取碼：木田

朿 取碼：木月

柬 取碼：木

秉 取碼：禾

事 取碼： 田

例：肉→人 人

屯→

曲→卄

夷→大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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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要分解成：師→ 口 口一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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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要分解成： 申→ 田

又稱為接觸點)



必→心

弔→弓

承→ 水三

第二原則(分割優於交錯原則

「分割式結合拆碼」優於

如上所述，再將定義列出如下

分割式結合：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分據上下方

互之間有可能接觸到，但並沒有交錯重疊的狀況

交錯式結合：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交錯重疊

如：者→十 日

如：丈→十

如：央 →巾大

如：尃→ 十

如：吏→十 大

如：本 取碼：木十，而不

如：朱 取碼： 木，而不

如：五 取碼：二 ，

如：段→ 十殳，而不要

如： 尹 取碼：

如：爭 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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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碼數相同時，字根和字根之間，

優於「交錯式結合拆碼」。

列出如下：

一個字根和另一字根分據上下方、左右方或外內部，字根和字根相

但並沒有交錯重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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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要分解成：土 日

而不要分解成：丈→

而不要分解成：央 →大

而不要分解成：尃→ 十

而不要分解成：吏→ 口

而不要取碼：木一

而不要取碼： 士小 或 木

，而不要取碼：工

要取碼： 一殳

而不要取碼：

而不要分解成：

，採用

字根和字根相

又稱為接觸點)。



第三原則(接觸點數最少原則

字根與字根之間的總接觸

 接觸點數為 0：

如：亍→一丁 而不要分解成

如：武→一 卜

如：犬→ 大

如：米→ 木

 接觸點數為 1：

如: 王→一土(接觸點數為

如：官→ 口 口

如：民→口

如：白→ 日

如：倉→ 日日 口口

如：門→日 日

如：眉→→ 目目

如：由→ 田

如：甲→田

如：鬥→

如：君→ 口

如：囪→

如：我→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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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若前述兩個原則分不出高下時，

接觸(或切割)點數最少者為優先。

而不要分解成：二 或 一一

而不要分解成： 二 卜

而不要分解成：卜大(接觸點數為 1)

而不要分解成：小木

接觸點數為 1) 而不要分解成：王→二十(接觸點數為

而不要分解成：官→

而不要分解成：白→

而不要分解成：倉→ 尸尸一一

而不要分解成：囪→

，則以

接觸點數為 2)

一一口口



 接觸點數為 2：

如：姊→女 匚 (

而不要分解成：

 接觸點數為 3：

如：申→ 日

第四原則 (裁邊優於裁中原則
述三個原則(碼數、分割或交錯類型
「裁在線段邊緣」優於「

根據這些原則，一些字例的拆碼如下
如：天→一大 而

如：武→一 卜 而不要分解成

如： 哉→十戈口 而不要分解成

如：干→一十 而

如：于→一 而不要分解成

如：拜→ 工

如：辛→六一十 而不要分解成

如：乇→ 七 不要分解成

如：鬥→

如：牛→

如：汧→ 一卄 而不要分解成

如：升→ 廾 而不要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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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後面所有字根的接觸點數為 2)

：女 ( 和後面所有字根的接觸點數為

而不要分解成： 申→ (接觸點數為

裁邊優於裁中原則）：在做「分割式結合拆碼」時，
分割或交錯類型、接觸點數)仍分不出高下時

「裁在線段中間」。

一些字例的拆碼如下：
而不要分解成：天→二人

而不要分解成： 二 卜

而不要分解成：土戈口

而不要分解成：干→工

不要分解成：于→工

不要分解成：辛→六工

不要分解成：乇→ 七

而不要分解成：汧→

而不要分解成：千十 或 或

接觸點數為 4)

接觸點數為 5)

，若前
仍分不出高下時，則

十



第五原則(大碼優先原則)：
接觸點數、裁邊優於裁中
碼」之原則，即前碼所擁有的筆畫數愈多愈好
前碼佔面積愈大愈好。

如: 歹→ (接觸點數為

）

如：例→人

如：川→ 而不要分解成

如：敢→工 三

如：其→卄三八

如：具→月二八

如：真→十月二八

如：重→→千千田田土土

如：垂→→千千 工工

如：青→ 一月 而不要分解成
如：脊→火八月

如：書→ 工日 而

如：聿→

如：毛→千七

如：至→ 土 而不要分解成

如：套→大 而不要分解成

如：丟→千 而不要分解成

如：生→ 工 而不要分解成

如：丰→ 十 而不要分解成

如：未 取碼：土小，而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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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述四個原則(碼數、分割或交錯類型
裁邊優於裁中)仍分不出高下時，則採「前碼優先取較大
即前碼所擁有的筆畫數愈多愈好，若筆畫數一樣多

接觸點數為 3)，而不要分解成：歹→一 (接觸點數亦為

而不要分解成：例→人一

而不要分解成：川→

而不要分解成：青→十工月 也不要分解成：青→

而不要分解成： 土日

而不要分解成：至→一ㄙ土

而不要分解成：套→大 一ㄙ

而不要分解成：丟→千一

而不要分解成： 土

不要分解成：丰→ 一 也不要分解成：丰→土十

要取碼：十木 或 (為交錯類型)

分割或交錯類型、
前碼優先取較大

若筆畫數一樣多，則

接觸點數亦為 3

→十土月

土十



如：末 取碼：士小，而不要

如：向→ 口 而不要分解成

如：血→ 而不要分解成

如：舟→ 二 而不要分解成

整個字根分解原則的記憶口訣

碼數少>分割>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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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碼：十木

而不要分解成：向→ 口

而不要分解成：

而不要分解成： 二

整個字根分解原則的記憶口訣：

>觸點少>裁邊>裁中>大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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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師大大師輸入法之操作方式

1. 一個中文字，若取碼為三碼字，則在輸入三碼後會自動輸出最高頻字，不須

再按空白鍵。一個中文字，若為一碼及二碼字則在輸入一碼或二碼後需再

補按一下空白鍵，這樣也會自動輸出最高頻字。

2. 如果有同碼字時，按下換字鍵( )́可更換下一個同碼字，亦可按 1~9 鍵以更換

特定的一個同碼字。

3. 不會拆碼的字，可搭配一個\來找到要的字。例如：「甍」可以打「難田\ 」

來找出那個字，系統會出現：

再按 1~9 鍵可選字，若再按 PgDn 鍵，可跳下一頁，選其它的字。

以下是其它的例子： 「麗」可以「一\戈」查到、「癸」可以「 \一大」

查、「束」可以「木\△」查，其中△表示空白鍵。

4. 英文、數字、標點符號的打法如下：

按 shift 不放，再按 a， 則出現 a

按 shift 不放，再按 b， 則出現 b

...

按 shift 不放，再按 z， 則出現 z

按 shift 不放，再按 1， 則出現 !

...

按 shift 不放，再按 9， 則出現 (

按 shift 不放，再按 0， 則出現 ）

按 shift 不放，再按 , ， 則出現逗號 ， 以及＜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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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hift 不放，再按 . ， 則出現句號 。 以及＞可供選擇

按 shift 不放，再按 / ， 則出現問號 ？ 以及斜號／可供選擇

按 shift 不放，再按 ; ， 則出現分號 ： 以及分號；可供選擇

按 shift 不放，再按 ‘ ， 則出現頓號 、 以及”可供選擇

當大寫鎖定時，按 shift 不放，再按 a，則出現 A

當全形鎖定時，按 shift 不放，再按 a，則出現ａ

當大寫及全形鎖定時，按 shift 不放，再按 a， 則出現Ａ

其它則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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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師大大師輸入法之「簡碼的設計」

超高頻字單碼簡碼的設計:( △表示空白鍵）

是 →日△

有 →月△

說 →金△

來 →木△

時 →水△

為 →火△

在 →土△

的 →竹△

我 →戈△

個 →十△

大 →大△

中 →中△

一 →一△

了 →弓△

人 →人△

以 →心△

年 →手△

可 →口△

所 →尸△

要 →廿△

小 →山△

好 →女△

國 →田△

不 →卜△

開 →難△

會 →貪△

能→紅△

這 →設△

到 →痢△

就 →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