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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博古通今：古文學在時代的流動中與今科技的邂逅 

一、摘要 

本報告探討了一項由學生發明的文言文翻譯平台，源於學生在課綱中學習 15 篇古文的需

求。透過 Google Site 平台和 JavaScript 程式語言的結合，我們成功地建立效能高、準確性高、

並深入了解作者背景的文言文翻譯工具，旨在協助學生理解並更深入地學習古文內容。在這個

翻譯機的開發過程中，我們首先選擇了 Google Site 作為報告呈現的平台，以其直觀的介面和

易於分享的特點。透過 JavaScript 程式，我們成功整合翻譯平台的功能，使其能夠精準且即時

地將文言文轉換成現代文，以助學生理解古文的內容與意旨。 學生在課綱中需閱讀 15 篇古

文，面對古文難解的挑戰，我們應運而生。這個翻譯機不僅簡化了學習過程，更提供了一個有

趣且互動性的工具，使學生能夠輕鬆地理解文言文的文法結構和詞彙意義。並在大科技時代中

利用科技保留住歷史的美，巧妙融合科技與文學看似不交集的兩物。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對於許多現代學生來說，理解和使用文言文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我們想要建立這個

平台，以幫助學生更容易地學習和理解文言文，讓這個寶貴的文化資產不會因難以理解而消

失，也助於學生在課業上的表現。然而，在科技意識抬頭的時期，我們注意到文學的流失與不

重視，某天赫然發現若將科技結合文學，那必然在時代的碰撞之下產生新奇的火花。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目的：製作學習平台期望幫助學生了解文章字義與作者本身背景。 

假設一：翻譯平台能夠準確翻譯並對應作者背景及經歷。 

假設二：JavaScript 程式語言能完整嵌入網站並順利完成翻譯。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 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用 Google Site 建立出系統最基礎的樣子，並加入美化元素以改善網站看起過於

單調的問題，接著便是程式碼的嵌入，分析不同程式碼的優劣後，認為 JavaScript 最為符合該

網站所需，在參考各式各樣的學習平台後，我們以學習且創新的模式進行製作，製作出能精確

運作的翻譯網站平台。 

 

（二） 程式語言挑選 

經過仔細比較三種程式語言(Python、C++、JavaScript)後，我們最終選擇了 JavaScript 作為

網站開發的程式語言。JavaScript 在瀏覽器端具有廣泛應用，支援動態效果和互動功能，適合

現代網頁開發需求。其豐富的生態系統和社群支持，使我們能夠更靈活地應對網站的不同需

求，同時確保順暢的用戶體驗和開發效率。如下表一所示，各程式碼的特色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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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程式碼的特色分析表 

程式碼 Python C++ JavaScript 

發展特色 

Python有簡單的語法，支援

跨平台，以簡易的語法編

輯出強大的系統。 

C++是一種靜態類型語言，

變數的類型在編譯時即被

確定，這將提高代碼的效能

和安全性。 

JavaScript 主要用於瀏覽器

中，有多元的生態系統，且

支 Node.js 讓 JavaScript 也

可以用於伺服器端開發。 

應用領域 

Python 主要被使用於數據

科學、網絡開發、人工智

慧、等高層次應用。 

C++通常用於遊戲開發和

需要高性能的應用，像是系

統編成等等。 

JavaScript 主要用於前端網

頁開發，但也可以通過

Node.js 用於後端開發。 

 

（三） 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 

 

 

 

 

 

 

 

 

 

 

圖二：研究流程圖 

（四） 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使用 Google Site 並嵌入 JavaScript 程式碼，此系統的設計理念是希望利用資訊科

技，與看似無交集的國文結合，達成博古通今的構思，並針對 15 篇古文進行剖析，透過國文

老師傳授作者背景、時空因素，讓科技幫助學生透析理解古文的意義，準確翻譯出古字詞在相

對限縮的每篇文章中的意思，實作過程將在以下以圖片配上文字做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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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平台首頁 

學習平台首頁有架設一個翻譯機，如下圖三所示。使用者可在下方空欄使用翻譯機功能，

輸入想要翻譯的古字詞後按下翻譯按鈕即可以達成文言文翻譯之功能並將結果呈現於下方空

格。這翻譯機的設計使得古文翻譯變得迅速且方便，並且將翻譯結果清晰地呈現在下方的空白

區域中，供使用者輕鬆查閱。 

 

圖三：學習平台首頁展示 

2、 精選古文 

進入精選古文葉面之後點擊各朝代按鈕即可閱覽不同時期之精選古文，點開各篇選文之

下拉頁即可閱覽每篇選文之原文、譯文以及解析選擇「返回歷史長河」即可回到精選古文頁面，

利用 google site 內建的功能使整體網頁更精美，以此渲染出文藝氣息之風。 

 

圖四：各朝代選文展示 

3、 網站內額外增加除翻譯外的閱覽功能 

進入精選古文頁面後可點選代表各朝代的介紹圖片，在接受文學的薰陶之前先快速認識

不同朝代的文學特色及代表作品。 

 

圖五、google site 網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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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頁內部程式碼分析 

1、 輸入端程式碼編輯 

我們採用了 javascript 程式碼內建取得網頁中的 localstorage 函式，使程式得以在客戶端

取得字串型別的輸入原文。在調整文字及設定參數之後即可發送至我們設定好的翻譯 api 服

務。 

 

圖六：獲取使用者輸入資料及整理之程式 

2、 生成翻譯結果與輸出端之程式碼 

在使用 jQuery 中的 ajax 函數發送請求後，我們設定了幾種情況來取得翻譯後的值，取得

成功即修改部分文字格式後上傳至網頁上完成翻譯；取得失敗即發送網頁彈出式視窗提醒用

戶翻譯失敗也對超過五百字的文章和空白文字做出相對應的警示。 

 

圖七：根據使用者輸入進行翻譯並輸出結果之程式碼編寫 

 

（六） 針對系統弱點進行 SWOT 分析 

表一：翻譯系統之 SWOT 分析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 劣勢 

1.翻譯精準且呼應作者本身 

2.函式目的及功能明確 

3.學生使用成效高 

1.有過多字數的限制 

2.只能精確對應 15 篇課綱內的古文 

3.有些缺乏歷史的證據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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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機會 THREATS 威脅 

1.網站發展的可能性高 

2.適合教育使用 

3.能推廣 SDGs 第五點優質教育 

1.依然有不確定性存在 

2.使用者使用率不高 

3.成品完成前無法使用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 結論 

1、 這項古文翻譯機為我們提供了更精確、迅速的方式來理解古代文獻，節省了大量的時間與

精力。是學生的一大福音，在短時間內能達到理解並內化為本身知識。而這無疑是一個寶

貴的工具，豐富了我們在國文學習領域的學習體驗。 

2、 在處理資料的方面，雖然這系統的益處眾多，卻也遇到許多中間障礙與困難，像是在使用

javascript 程式碼中，因為打了一長串程式碼，卻在執行中顯示錯誤，讓我們非常難在一片

程式海中精確地抓出錯誤點且修正。 

 

（二） 生活應用 

1、 當學生在學習文言文遇到困難時，可利用此網站進行翻譯，幫助學生了解文言文，透過此

翻譯平台，也使學生熟知文章背景，有助於透撤剖析文意，深化學習文言文，提升學習效

率，增進文學素養。 

2、 本系統若更精進，必然能與教育體系結合，形成科技與教育的結晶，在大科技革新中保有

文學的美，利用科技晚留住歷史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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