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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语料库的设计与开发
魏顺平, 何克抗

( 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 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从 2000 年 9 月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

术研究所在北京、广东、河北等地的小学进行了一项

基于 Web 的、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有效整合的改

革试验( 下文将其称为“跨越式试验”) 。跨越式试验

开展了六年, 取得了较大成功。其中, 试验取得成功

的因素之一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将识字、阅读、写

作结合起来教学, 并为小学生提供大量阅读材料。[1]

这些阅读材料均由教改试验课题组的人员制作完

成。课题组成员在阅读材料开发方面的工作集中在

搜寻与当前课文主题密切相关、体裁相近的阅读材

料, 对文本进行注音以及给生字找相关的词句等。[2]

目前, 资源制作人员搜寻文本主要通过各大搜索引

擎网站 , 如百度、Google 等 ; 注音通过 MS Office 办

公软件中的 Word 自带的注音功能来完成; 给生字

找相关的字词句则是通过个人创作、查找电子词典

等。然而上述制作资源的方式、方法、工具存在一些

不足, 特别是在文本资源检索方面。目前使用的搜索

引擎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只能依据所需材料中所包

含的文字来查找相应的网页, 而不能依据文章的主

题、体裁来搜索“与当前课文主题密切相关、体裁相

近的阅读材料”, 更不用说依据作者、标题、出处来查

找“名家大作”, 因为搜索引擎服务器没有对网页进

行这些属性的标注。因此, 采用搜索引擎查找阅读资

源 , 其查全率可能较高 , 会返回大量的网页 , 但准确

率很低, 并且从返回的海量结果中去人工找寻所需

的资源非常费时, 严重影响了资源查找的效率。

上述在资源制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

着跨越式试验的顺利开展, 是亟需解决的。而要解决

上述问题, 必须建立一个小学语文教学语料库, 该语

料库以篇章为单位, 收集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各类体

裁的文章, “在保证思想性、知识性的基础上, 突出一

定的趣味性”[3]“力求名家大作”[4], 能反映现当代中国

语言发展现状 , 要有篇章的各种属性如语体、体裁、

标题、作者、主题、出处、字数以及引用课文等多种属

性的标注, 支持模糊查询和全文检索, 要能大幅度提

高文本素材的查准率, 并具有可扩展性和可编辑性,
最后以 Web 服务的形式发布出来供资源制作人员

使用。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 目前虽有一些专用语料库

如武汉大学的汉语现代文学作品语料库、北京师范

大学的中学语文教材语料库等可作为小学语文教学

语料库的一部分, 但是仍然不能满足跨越式试验突

出趣味性的语料要求。并且现有语料库虽然很多, 但

是相互之间的共享程度低, 要想获得这些语料库系

统的原始数据库进行二次开发几乎不可能, 且直接

购买已有的语料库系统价格不菲。还有, 目前的基于

Web 的语料库如国家语委语料库 [5]、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6]无法提供篇章检索, 满足不了跨越式资源制

作的要求。不过, 现有的语料库的建设方法以及基于

Web 的语料库检索功能设计值得借鉴。因此 , 笔者

将依据自身的需求, 并利用现有研究成果来开发基

于 Web 的供小学语文教学用的可提供篇章检索功

能的语料库。

二、相关概念

(一) 语料库的定义

语料库通常指为语言研究收集的、用电子形式

保存的语言材料, 由自然出现的书面语或口语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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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汇集而成, 用来代表特定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经过

科学选材和标注、具有适当规模的语料库能够反映

和记录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人们通过语料库观察

和把握语言事实, 分析和研究语言系统的规律。语料

库已经成为语言学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语言工程

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

(二) 语料库的检索功能

关于语料库的检索功能, 中外学者多有论述。胡

明扬先生提出, 语料库的检索系统要保证能够方便

地检索到以下各类信息: 总字数及字频、总词数及词

频、单字和单词的上下文、按词类大类和小类提取总

清单、统计分类总数和分类频度、特种词语、语法格

式、句类或句型的统计和提取, 等等。[7]杨惠中( 2002)
认为, 检索工具的基本功能包括词表生成、语篇统

计、带语境的关键词 ( KWIC) 索引、搭配词统计、词

语型式( Pattern) 统计、主题词提取( Key Word List) 、

词丛( Word Cluster) 统计、联想词统计及重组、词图

( Plot) 统计。[8]

三、小学语文教学语料库的设计

笔者根据所建语料库的使用目的, 参照中外学者

的观点, 确立了语料库建库原则与方法的几个重点。

(一) 语料库的建库目的

笔者所建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是为小学语文教

学 与 研 究 服 务 的 , 属 于 “专 用 型 ”( Specialized) 语 料

库, 因此, 该语料库不必像“系统型”( Systematic) 语料

库那样广泛地代表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全貌。跨越

式试验中所需要的阅读资源有两大特点, 即“突出一

定的趣味性”和“力求名家大作”, 因此 , 笔者所选择

的语料样本主要来自文学作品特别是 儿 童 文 学 作

品, 如儿歌、顺口溜、谜语、诗歌、寓言、童话以及现当

代文学大家的作品等 , 而较少涉及经济、政治、哲学

等门类的样本。语料库规模大致控制在 1000 万字左

右 ,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 Web 的语料库 , 同时会有多

人使用 , 如果数据库过大 , 必然影响检索速度 , 使用

户无法很好地利用语料库。

(二) 语料样本的容量

关 于 语 料 库 中 每 个 样 本 应 该 包 含 多 少 个 词

( 字) , 不同的语料库有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把原

始语料切分为长度在 2000—5000 词 ( 字 ) 次之内的

片段作为样本, 另一种做法是采集整个原始文本作

为样本。由于本语料库的用途是为小学语文扩展阅

读资源提供篇章和例句检索功能, 检索的结果要能

返回完整文本和完整句子, 因此本语料库的语料样

本采用原始文本形式, 并另建数据表, 存储由原始文

本分解得来的句子样本。

(三) 语料样本的多样性

根据本语料库的语文教学目的特性, 本语料库

的语料样本全部属于文学门类, 语料样本的多样性

体现在文学大门类下的子门类的多样性。语料库具

体内容的选择则参照 《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 ( 实验

稿) 》[9]对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的规定以及《“百年

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丛书》。

(四) 语料样本的处理

笔者没有像国家语委或北大中文系那样对所有

的语料样本进行语言属性 ( 如词性、语法、语义、语

篇、语用等) 的人工标注 , 因此所建立的语料库属于

“生语料库”( R aw Corpus) 。但是考虑到语料库的不

同检索需求, 笔者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语料样本

进行处理, 并分别存放在数据库的不同数据表中。一

种处理方法是将每个语料样本当作一条数据记录存

放在数据表中, 通过检索程序可对关键词进行全文

检索, 目的是查找扩展阅读所需的篇章。另一种处理

方法是将所有语料样本切分成句子, 然后将每个句

子当作一条数据记录存放在数据表中, 通过检索程

序可对关键词进行句子检索, 目的在于基于字串、词

语或短语检索例句。

四、小学语文教学语料库的开发过程

开发过程包括采集语料、加工语料库、开发语料

库的检索功能等环节。所采用的技术路 线 是 使 用

ASP语言写程序 , 使用 SQL SER VER 2000 数据库服

务器做数据存储服务, 以及使用 IIS6.0 Web 服务器

发布语料库检索网站。

(一) 采集语料

1. 语料来源

跨越式试验项目开展已经六年了, 试验过程中积

累下来的制作完成的阅读资源可以作为语料库的一

部分。Internet 上有众多的读书网站, 笔者可以从中下

载需要的文章、书籍, 这是本语料库资源的主要来源。

2. 语料采集的难点

由于上述来源的资源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 ,
要将这些结构多样的资源转化为结构统一的语料库

是采集过程中的难点。再有, 所找到的资源都是网页

形式的, 而语料的全文则是文本形式的, 需要对网页

中的标记进行清理。

3. 解决方法

由于来自某个网站的资源其格式还是比较统一

的, 因此可以人工去发现各个网站对文章的各个部

分如标题、作者、正文等的标记规则。然而, 常常出现

的情况是同一个网站中不同页面中对文章的同一部

分所用标记也不尽相同, 如某网站的网页 1 中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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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标题所使用的标记是:

<h1 style= “c1”> 可爱的人</ h1>
而网页 2 中所使用的标记则是:

<h1> 长征</ h1>
但是它们却有共性, 那就是标记的开始部分:

<h1
这里便可以采用正则表达式来对这两种不同标

记方式进行统一的表达, 那就是:

<h1.* ?
然后根据这一表达式便可以通过模糊匹配找到

网页中的标题行了。

至于去除网页中的标记如“<br> ”“<a href= “in-
dex.htm”> ”“&nbsp;”等 , 同样可以采用正则表达式 ,
以下是在提取语料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清除网页标记

的一组表达式:

< .* ? >| &nbsp;| &nbsp
4. 语料采集结果统计

目前小学语文教学语料库中共收集文章 10665
篇, 字数达 14,002,481 个。文学大类中的各个二级类

别的篇章字数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 加工语料库

语料库的加工包括两个层次的加工, 一是句子

层次的加工, 二是篇章层次的加工。句子层次的加工

是指通过正则表达式将篇章分割成若干个句子 , 并

确定每句话的长度, 然后将这些句子存入句子数据

表中。篇章层次的加工在语料采集过程已部分完成,
包括对篇章的标题、作者、出处、体裁、字数等属性的

标注, 所欠缺的是主题标注和必要的校对。

1. 句子层次的加工

判断句子的标志是“。”“? ”“! ”等三种符号, 由

于来自网上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以西文标点为句子结

束标志的情况如“.”“? ”“! ”等, 并且对话语言中句子

的结束标志是在一般的结束标志基础上加上“””, 因

此用于匹配句子的正则表达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笔者通过该正则表达式将篇章中的句子分离开

并存入数组, 再把数组中的句子存入句子表中。

2. 篇章层次的加工

小学语文教学中要求阅读材料与所教课文主题

密切相关,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有必要对每篇文章进

行主题标注。文本主题标注其实就是对文本进行分

类 , 其方法不外乎两种 , 一是人工分类 , 二是自动分

类, 二者各有利弊, 对比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 我们应该借助计算机技术对文本

进行自动分类。当然人工分类也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

用在自动分类后对分类结果进行校对。过去常用的

文本主题识别方法主要是通过词语向量空间模型来

表征文本, 并选择其中词频较高的词语作为该文本

的主题词。这里笔者将采用概念向量空间模型来表

征文本, 这有助于增加文本的聚合程度, 并提高基于

主题词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10]基于概念向量空

间的文本分类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领 域 知 识 库 由 控 制 词 表 (Controlled Vocabu-
lary)、概念和控制词表的关系、概念的关系三个部分

组成 , 控制词表中的条目(Term)从该领域的专业词

典中获得。通过对概念和概念词典中的条目建立关

联, 表示一个概念可以由哪些术语表示。概念之间的

关系以上下位关系为主, 附加上其它关系(如:部分整

体关系、属性关系等), 构成概念网络。由于笔者要对

小学语文教学语料库中的文本进行标识, 因此需要

从小学语文教材和教学大纲中去收集主题词, 并对

这些主题词进行归类形成主题概念, 并使词与概念

关联起来。一个词可能对应着多个概念, 一个概念也

可以对应几个词, 最后建立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上下位的关系。这是一个较为庞杂的知识工

表 1 语料分布情况

类别 篇章数( 单位: 篇) 总字数( 单位: 个)

散文 4162 5522917

故事 1959 3490884

童话 760 2799710

小说 266 1588354

寓言 964 408197

诗歌 1182 127492

儿歌 948 46315

绕口令 278 14548

谜语 146 4064

表 2 人工分类方法与自动分类方法的对比

人工分类 自动分类

结果容易理解

费时费力

难以保证一致性和准确性(40%左

右的准确率)

专家有时候凭空想象

结果可能不易理解

快速

准确率相对高 (准确率可达 60%

或者更高)

来源于真实文本 , 可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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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由于个人能力所限, 该项

工作暂时没有开展, 因此整个文本主题表示模块也

就停留在设想阶段。

收集文本中的所有术语及术语频次: 可通过建

立以术语为特征项的向量, 并通过最大匹配算法去

获得这些术语在文本中出现的频次, 从而得到文本

的术语向量。

计算文本中的所有概念及概念权重: 建立以概

念为特征项的向量, 利用得到的术语向量, 找到与术

语相关联的概念并依据术语与概念的距离计算这些

概念相对于这个术语的权值, 最后将相对于所有术

语的权值累加起来得到概念权重。

完成主题标识: 将获得的概念向量中的概念按

照其权重自高到低排序, 选取前 3 个或 4 个概念作

为该文本的主题概念, 从而完成主题标识。

(三) 语料库的检索功能

前文述及的语料库检索功能太复杂, 考虑到服务

器的响应速度, 不适合通过 Web 来实现。因此, 笔者

省去了一部分功能, 而突出所需的功能, 具体如下:

1. 篇章检索功能

检索项包括篇章标题、作者、出处、语体、体裁、

字数以及篇章全文。对标题、作者、出处等项的检索

提供模糊匹配功能; 对语体、体裁等项提供若干选项

供用户选择; 对语料全文则提供全文检索, 可以检索

全文中包含的一项或多项内容。

2. 句子检索功能

可进行“关键词居中”( KWIC) 检索 , 关键词为

中文( 简体) 任意字符串。通过设定“跨距”( Span) 来

限定检索关键词的左右语境范围, 跨距以汉字为单

位。返回的检索结果以原始语料的句子为最大话语

单位, 作为检索的上下文语境的最大范围。如果要查

看更大范围的上下文语境可以进一步查看该句子所

在的篇章。允许对检索结果进行复制或保存。

句子检索功能可实现基于连续字串、短语、复句

句型的句子检索, 方便课件制作人员查找关于某个

词语多种应用情景的句子。

五、结束语

本研究设计并开发了基于 Web 的小学语文教

学语料库。该语料库以篇章为单位, 收集适合中小学

生阅读的各类体裁的文章, “在保证思想性、知识性

的基础上, 突出一定的趣味性”“力求名家大作”, 属

专用语料库, 收集的类别涉及文学大类下各个子类

如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类别的文章以及跨越式

试验中强调的趣味性较强的儿歌、顺口溜、谜语、童

话、寓言、故事等类别的文章 , 字数愈 1400 万 , 提供

基于标题、作者、出处、体裁、字数以及全文内容的篇

章检索。该语料库是国内首个专门为小学语文教学

设计的语料库, 可帮助小学语文课件制作人员迅速

找到符合多种要求的文本, 也可用于小学语文教师

备课时查找范文、例句时使用, 还可作为学生自主学

习时的学习工具。然而, 该语料库还存在一些不足,
如需完成对语料库文章主题的标注, 以进一步提高

查准率; 并需要扩充语料, 特别是各个版本小学语文

教材的子语料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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