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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音合成技术的中医经典复读平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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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诵是学习中医知识点和经典原文的重要方法之一。 传统的背诵流程方式学生受外界干扰影响较大,难以集

中注意力。 此外,学生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学习,不能充分利用碎片时间。 基于这些中医药学等专业学生传统背诵流程的

不足,本团队设计了一个操作简便的安卓手机软件,以方剂学知识点为例,整合中医学习资源,借助志愿者进行试验,以此在

调查结果中确定其可行性。 此软件不仅仅能解决传统背诵流程的不足,还在中医学习与互联网结合中探索了一条道路,为日

后开发功能更加丰富多样的中医学习软件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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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经典是中医的灵魂之所在,学习中医理论必须从

学习中医经典开始,而背诵在中医经典学习中有重要意

义[1] 。 背诵是学习中医知识点和经典原文的重要方法之

一,它能开蒙启智,使知识潜移默化、厚积薄发,对思维的训

练、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 。
但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指出,“保持和遗忘是时间的函数”,学
习一旦停止,遗忘马上发生,其不仅体现在信息数量和质量

上的损失,还体现在熟练度方面的下降,因此重复多次的刺

激可促成长期记忆,从而不再遗忘,是知识学习的刚需[3] 。
传统的背诵流程为,学生读取书本上一段文字后,反复朗

读,再把视线从书本上移开,反复背诵。 这样的方式受外界

干扰影响较大,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陷入“口中朗读,心中

无字”的循环。 这样的流程让学生始终面对书本上一大段

文字,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知识点上。 此外,学生只能

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学习,不能充分利用碎片时间。 如何通

过某种方式提高学生背诵的注意力,减少外界环境的干扰,
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提高学习的规律性、趣味性,是中医学

习的难点所在。
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

动终端设备以其便捷性和功用性,广泛并深刻地影响着大

学生的学习生活。 国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广受好评的手机

学习软件。 手机的普及和应用,为现代知识学习提供了新

的方向———碎片化学习。 狭义碎片化学习是指一种在碎片

化时间内充分利用网络学习平台以及多种媒体资源、分布

式空间、灵活的学习形式进行有效系统学习的方式[4] 。 碎

片化学习的优势是可因其信息媒体的移动性而实现时空

上的灵活和便捷,从而满足学生多次学习记忆的需求[5] ,
减少遗忘的几率。 通过前期在手机应用商店的调查,我们

发现用于中医学习的软件在国内相对较少,且大部分为

“电子书”模式,没有针对学习流程进行优化,没有提供朗

读、收藏、统计等功能。 本团队在英语复读机和现代英语

学习手机软件的启发下,开发了一款基于语音合成技术

的中医经典复读手机软件,使得用户能够充分利用碎片

化的时间记忆中医经典,例如在排队等候、图书馆等公共

场所,亦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同时,通过语音合成技

术,软件可以把知识点转化为语音,从听觉上给予刺激,
丰富了平时相对单一的学习方式,以此来加深对中医经

典的记忆。
1　 软件设计

1. 1　 开发环境及平台　 本软件的开发工具是 Android
 

Studio,
开发语言是 java,语音合成技术为科大讯飞公司提供的在线

语音合成。
1. 2　 功能总体介绍　 此软件分为设置界面和学习界面。 在

设置界面中,可选择手机上的文件进行读取,并设置复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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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细节。 在学习界面中,可将文本笔记转化为真人语

音输出,其中语音合成输出的内容、形式、重复的次数与频

率可根据设置界面的参数来控制,让用户充分结合自身学

习的习惯和特点,调整学习强度和复杂度。
1. 3　 功能模块设计

1. 3. 1　 复读文本表格　 以中医方剂学为例,用户将需要复

读的文本内容按照图 1 进行整理。 第一列为标记,有“不

会”与“会”两个选项,默认值为“不会”,在软件中控制本行

知识点的显示,并用于统计。
1. 3. 2　 主界面　 可在相应栏中输入数字以决定连读内容的

长度和重复的次数,并可勾选想要播放的内容。 (见图 2)
1. 3. 3　 播放界面　 可在此界面勾选“看不会的” “看会的”
“看全部”对播放内容进行个性化设置。 (见图 3)

图 1　 复读文本表格

图 2　 主界面图示

图 3　 播放页面图示

1. 3. 4　 多音字人工标注问题　 在线语音合成技术基于人工

智能和自然语言分析,对大量现代汉语资料进行学习,从而

找出语义规律,以识别多音字在某个特定文本中的真正含

义,因此在现代汉语的多音字识别上有很大优势。 但是古

文的语法和语义与现代汉语有很大的不同,不同朝代的语

法也有不同,甚至同一朝代同一医家的写作手法也有很多

变化,导致中医经典文献无法寻找很固定的语义规律。 如

“姓单”,“单”的正确读音为“shan(第 4 声)”,但是语音合成

的结果是“dan(第 1 声)”。 科大讯飞公司提供了一个简洁

的人工标识技术,即通过某个字后面的符号来标识正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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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如“单[ = shan4]”。 此步骤可以让用户在编辑 Excel 表
格时直接标注,软件内部通过算法把方括号及其内部内容

消除,用户界面不显示标注的内容,从而顺利地解决了多音

字问题。
2　 研究调查

2. 1　 调查问题 　 深入调查大学生对中医碎片化学习的态

度、偏好及实际操作状况、学习效果等,并在调查结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讨复读平台的可操作性,具体调查问题有:1)
现阶段大学生在移动终端利用应用软件进行中医经典学习

状况如何? 2)现阶段大学生在移动终端利用复读平台 APP
进行中医知识的碎片化的学习记忆状况如何? 3)如何帮助

大学生更好地使用复读平台进行中医知识的记忆学习?
 

2. 2　 调查对象 　 以南方医科大学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为调

查对象,以中西医、中医等专业学生为主。
2. 3　 调查方法 　 通过召集志愿者群体,教志愿者使用

APP,并发放调查问题。
2. 4　 调查结果

2. 4. 1　 软件市场前景调查　 实际操作试验之前,我们集中

志愿者进行了调查宣讲,使被调查者充分了解该调查的意

义。 并给不同年级的中医、中西医学生随机发放调查问卷

(见表 1)共 200 份,回收问卷 192 份。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

分学生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进行学习,但非常希

望能利用碎片时间去进行学习。 在目前市场中有这类帮

助学生查找中医知识的软件,但并无我们这类应用于帮助

日常知识记忆的中医软件,绝大部分学生对此软件表示感

兴趣。
表 1　 软件市场前景

1. 每天花在中医知识的学习时间有多少?
0~0. 5

 

h(14)　 0. 5~1
 

h(78)　 1~2
 

h(98)　 >2
 

h(2)
2. 在你目前的认识中,是否有中医相关的学习软件?

 

是(48,补充软件名称)　 　 否(144)
3. 平时是否能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进行中医学习?

是(26)　 　 否(166)
4. 是否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进行中医学习?

是(190)　 　 否(2)
5. 现有一个关于中医学的学习记忆应用软件,你是否感兴趣?

是(190)　 　 否(2)
6. 该学习软件中,你希望出现什么媒体形式帮助你的记忆?

(多选)
文字(186)　 图片(174)　 音频(158)　 视频(108)

2. 4. 2　 满意情况调查 　 我们随机选取了符合操作条件的

30 名大三和 20 名大四学生进行软件试用,试用结束后,发
放满意情况调查表(见表 2)50 份,回收调查表 50 份。 从调

查表满意度情况看,大部分同学对于软件及软件设计是满

意的,对于复读平台的记忆增强效果满意,少数同学持观望

态度,仅有 1 名同学对复读平台的使用感受表示不满意,并
称其不符合学习喜好。

表 2　 满意情况调查表[人(%)]

项目 满意 不满意 说不清楚

您对中医复读平台整体满意吗? 42(84) 1(2) 7(14)
您对中医复读平台的主页面设计满意吗? 46(92) 0 4(8)
您对中医复读平台的操作步骤满意吗? 40(80) 1(2) 9(18)
您对中医复读平台的方便程度满意吗? 48(96) 0 2(4)
您对听取复读语音的最终记忆效果满意吗? 41(82) 1(2) 8(16)

3　 讨　 　 论

　 　 现阶段中医药相关专业大学生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
普遍使用传统的纸质资料,或者是把知识点简单在手机上

展示的“电子书”软件。 本团队致力于设计并开发出一款基

于安卓系统的复读软件 APP,对《中药学》 《方剂学》等大量

零散知识点,或者《伤寒论》等大段原文内容,通过在线语音

合成功能,给学生以听觉上的刺激。 此学习方式可增强学

习的注意力,减少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样的学习方式符合人

大脑对记忆的生成
 [6] 。 由意愿调查可得,现阶段大学生在

移动终端利用应用软件进行中医经典学习者并不太多,此
类软件在市场上是缺乏的,受众对此类软件有较大的期待,
接受程度较高。 由实验调查可知,本中医复读平台在利用

碎片时间、增强知识记忆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由志愿者主观

反馈可得意见有:通过语音播放知识点,并通过复读参数的设

置自动控制复读过程,能减少外界环境干扰,提高注意力。 不

足之处有操作设置相对复杂,人工语音略有生硬感等。 在操

作方面,可以通过优化设计软件按键分布、改进设计思维等方

法,让操作更加简单便捷。 在语音方面,由于本团队使用的是

科大讯飞在线语音合成提供的免费发音人,日后可根据项目

需求采用合适的付费发音人,提高语音合成质量。
中医复读平台这一项目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也有很

大的可扩展性。 此项目也可结合多学科研究成果开发出更

加丰富的功能,如参考心理学方面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智
能控制每天的学习量,让使用者的学习负担达到一个合适

的水平。 此外,此项目也可结合互联网技术,开发出班级学

习打卡、竞赛等富有挑战性的功能,让个人学习转变为集体

学习,进一步丰富学习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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