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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亢世勇a,b,詹今慧a,b,李璐溪a,c

(鲁东大学　 a. 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b. 文学院;c.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　 要:融媒体学习词典是突破传统纸本辞书向用户中心化、信息数字化、媒体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多模

态电子词典,是当代词典学界重点研究的对象。 就目前我国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发展态势来看,正在积极

搭建融媒体词典理论体系,聚焦以理论指导编纂的模式路径,已开发出以用户为本位的“JUZI 汉语”、《当代汉

语学习词典》等内、外向型融媒体词典。 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问

题。 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未来发展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基本原则,要强化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建设相

关理论研究,要密切关注面向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资源整合利用、多媒体多模态信息库的构建与实现、汉
语融媒体学习词典原型平台的设计与实现、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词语关键语义特征挖掘及词典融媒体环境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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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

后,全社会开始高度重视融媒体的发展。 中国辞

书学会迅速做出反应,于当年 3 月初在鲁东大学

组织召开了“融媒体与汉语辞书专题研讨会”,邀
请了新闻传播和辞书编纂出版领域的专家进行了

广泛讨论,提出了“融媒(体)词典”的概念,号召

大家关注汉语融媒体词典。 此后,融媒体词典成

为辞书研究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关于融媒体词典的理论探讨

辞书是语言学习、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 随

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人类创造知识的速度越来越快,传播知识的媒介

越来越多样化,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更加便捷和高

效。 然而,传统辞书信息容量小、检索耗时、更新

缓慢等弊端制约了普通读者对于辞书的使用,正
如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所指出的,从“平面

辞书”到“融媒体辞书”的转型已成为传统辞书发

展的必经之路[1-3]。 因此,融媒体辞书受到了学

界、业界的高度关注。

融媒体作为文字信息组织和传播的载体,完
全符合数字辞书发展的理念。 目前国内外已有一

些学者和出版机构对融媒体辞书作了一些初步探

索。 李宇明教授指出融媒体辞书的本质特征在于

“融合”:一是不同媒体的融合;二是编纂者与用

户之间的融合;三是辞书与相关资源的融合[1-3]。
章宜华 2019—2022 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结合国

外融媒体词典发展的情况,对融媒体词典的编纂

原则、结构组织、构成单元、编纂与呈现方式、释
义、插图、出版发行、对辞书产业的影响等方面进

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大致勾勒出了

融媒体辞书的轮廓:通过文字、语音、视觉、动作、
环境等多种方式进行人机交互或交流,使词典从

静态文本变成动态情景话语载体。 他还进一步探

索利用 ChatGPT 等技术完成词典释义、配图等工

作,希望经过升级最终能实现词典自动生成[4-9]。
杨玉玲重点探讨了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

纂理念与实践。 她认为,目前外向型学习词典处

于纸质词典“出版多、应用少”,电子词典“应用

广、错误多”的尴尬境地,解决这一供需错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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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汉语融媒体词典;融媒体极

大地改变了语言、文字等信息的组织方式、传播方

式及传播速度,融媒体词典不仅可以解决二语学

习者检索难、词典篇幅受限等问题,而且可利用技

术实现词汇知识、语义关系的网络化、可视化检索

查询;融媒体多模态也有助于提高释义、配例的可

理解性;要研发真正意义上的融媒体词典,无论是

编写理念、编写人员、编写方式、出版方式等宏观

规划,还是词条结构、内容、编排方式等微观策略,
都要进行巨大变革,融媒体词典绝非纸质词典的

平移或电子化,也非单纯的一部词典,而是一个包

括底层数据库、中层产品、高层服务的词汇学习平

台[10]。 杨玉玲、李宇明进一步认为,外向型汉语

学习词典存在“需求大出版多而用户少”的供需

错位,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用户意识,更谈不上以用

户为中心。 以检索查检方式、收词规模、可理解性

和词典介质四个维度为例分析用户需求和已有词

典的错位,可以得出汉语学习词典要走出困境,必
须做到四个方面:(1)在理念上从“以编者为中

心”切实转向以“用户为中心”;(2)词典生产手段

要实现电子化、数据化、融媒化、平台化,充分利用

融媒词典编纂和使用平台创造机会,使用户全程

“参与”词典的编纂和完善,实现编者和用户的角

色融合;(3)词典研究方法应加强定量研究和实

证研究,充分利用用户查询数据为词典优化提供

支撑;(4)词典评价环节也应站在用户的角度为

“用户中心”保驾护航[11]。
借鉴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我们的编纂实践,

我们认为,所谓“融媒体词典”,就是以融媒体相

关理论为指导,以传统词典内容为基础,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手段,在词典编纂规划、内容生成和出

版发行阶段与相关媒体进行有效融合,从而充分

发挥平面词典“权威性”与网络词典“大容量”“灵
活性”等特点,最终实现辞书的“智能化”,有效服

务用户,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目标。 融媒体词

典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辞书的有机结合,代表

了辞书发展的一个方向。 融媒体词典的本质特点

是融合,即媒体融合、编纂者和读者融合互动、各
种资源融合;融媒体词典是实现学习词典“以用

户为中心”原则的有效途径;融媒体词典需要整

合、利用选词立目、注音、释义、语法信息、文化背

景、插图、小视频、音频等资源,利用其优势从词义

解释、语法信息呈现、插图、小视频、音频的应用等

方面入手,丰富词典的内容,提高词典信息的精细

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掌握规律、提
高学习能力和效率[12-13]。

　 　 二、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研发实践

(一)国内整体的情况

在实践层面,当前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出

版机构将传统辞书电子化,其中国外的出版机构

起步较早,比如《不列颠百科全书》 《牛津英语大

辞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等都已经推出了

相应的网络电子版本。 而在近些年,国内的不少

出版机构也在辞书数字化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比

如 2017 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新华字典》App
上线,完整收录了《新华字典》第 11 版的内容,并
提供“原声朗读”等内容服务。 《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文学鉴赏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 《辞海》
等辞书也都相继推出了网络版和 App 版。

(二)《JUZI 汉语》App: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

《JUZI 汉语》App 是由商务印书馆万有知典

和北京语言大学杨玉玲教授团队联合基于融媒体

辞书理念研发的汉语二语学习平台,2022 年推

出,被称为第一部外向型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
目前,《JUZI 汉语》 App 内容以学习型词典为主,
规范型词典作为补充,学习特色比较明显。 总收

词量 177000 余条,除基础词汇外,还收录成语、熟
语、百科词语等。 其中,学习型词典共收条目

13000 条,收词源于对外汉语教材教辅语料和历

届 HSK 大纲词汇,基本覆盖了 2021 年新推出的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的所有词

条,正在增补 3000 条学习型条目,以常见新词和

新大纲中高等级词汇的关联词汇为主,目前已经

进入编辑加工环节。 规范型词典以商务印书馆已

经出版的中大型汉外词典为主要支撑,收词规模

根据语种动态适配。 如汉英版内容源于已出版的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 总收词量 140000 条。
《JUZI 汉语》App 收录了《新时代中文学习词典》
《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两本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
例句丰富, 例句库总量共 512000 条, 总显示

105000 余条;例句来源于对外汉语教材、BCC 语

料等;例句拼音按照《汉语拼音正词法》,采用人

工与机器相结合,共计 112000 余条。 《 JUZI 汉

语》App 例句英文翻译采用人工翻译、审译结合的

方法,共计 112000 余条。 《JUZI 汉语》App 图片、
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源丰富,目前释义用图

4100 余张,例句及习题用图近 17000 张;写字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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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7000 个,拼音学习视频 58 个,情景会话视频

80 个;音频共计 250000 余条, 其中词条音频

144000 余条,例句语音共 105000 余条。 《JUZI 汉
语》App 还有大量配套习题,其中人工编写的习题

共 9200 余道,计算机智能生成的习题近 47000
道。 同义辨析共 2271 组,其中义类词共 2064 组,
涉及 16500 余个词条。 另外,《JUZI 汉语》App 还

开发了相关学习板块,包括 HSK 词卡学习,拼音

认字,部首认字,写字、情境会话等。 还提供了专

有的量词和姓氏学习资源,供用户参考查询。
(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内向型汉语学习

词典

鲁东大学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研发了

融媒体《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网络初级版,于 2023
年 5 月上线测试。 该词典收词 14000 多个,确立

16000 多个义项,总字数 750 多万字;目前插图 1
万多幅,小视频 180 多个,音频 100 个左右。 收词

以厦门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材中心研

发的《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 [14] 为基础,结
合《新词语大词典(1978—2018)》 [15] 及教材语料

库确定。 每条词目按照 GB / T16159—2012《汉语

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注音拼写;有不同读音的

词,原则上按照《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注音;未
列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采用当前比较通

行的读音,并参考了《汉语拼音词汇数据库》 [16]。
词性标注方面,在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 词类体系[17] 的基础

上,结合中小学生语文学习可接受的状况,确立词

类体系及在词典中标注代码,即名词〈名〉、动词

〈动〉、形容词〈形〉、副词〈副〉、代词〈代〉、数词

〈数〉、量词〈量〉、叹词〈叹〉、拟声词〈拟声〉、介词

〈介〉、连词〈连〉、助词〈助〉、语气词〈语〉。 依据

词语的优势语法功能,并参考《现代汉语语法信

息词典》确定词性。 释义以教材语料库为基础,
参考《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百度

汉语”等资源,根据中小学生学习的认知能力和

水平确立义项,编写释义。 例句以课文语料库为

基础,本着语法、语义、语用应具典型性及满足中

小学生的学习需求的原则,确定 10 个左右有特色

的例句。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设置的栏目有 6 个,即

“语义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提示”“词义辨析”
“关联语汇”“插图、小视频等多样态信息”。

1. 语义说明:整合汉字属性信息库、汉语语义

构词信息库、汉语词汇属性信息库等资源,用汉字

“六书”说明字(单音节词)义与字形、字音的关

系,用语义构词规则说明复合词语素义与词义的

关系、用生成词库理论等说明多义词义项引申的

逻辑关系。
2. 文化背景:参考《惯用语词典》 《成语大词

典》等资源,对一些字面义与实际意义距离较远

的词语,比如惯用语(吹牛)、成语(南辕北辙)等
交代清楚文化背景,以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词语

的实际意义。
3. 知识提示:对于少量百科词语,适当交代相

关的百科知识,比如二十四节气。
4. 词义辨析:按照同义词辨析的有关理论,参

考同义词词典[18-19]及《新编同义词词林》 [20] 以及

语文课文例句等资源,对中小学生常用的同义词、
近义词进行辨析,以便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词语。

5. 关联语汇:利用《新编同义词词林》 《现代

汉语语法信息词典》 《现代汉语新词语信息电子

词典》等资源,将相关词语按语义场或同语素、同
结构、同词性等条件聚合成词群,分列在词典立目

的典型词语之后,学生可借助典型词语的词义、结
构、词性等信息类推出词群中其他词语的意义,扩
大词汇量,提高学习效率。

6. 插图、小视频、音频等多模态信息:努力营

造词语所在的生活场景,帮助中小学生更好地理

解、掌握词语。 目前词典中包含插图 1 万多张,多
数词语、义项都配了图。 另外对于一些难以用文

字、插图等来描述的词条,我们提供了音频和视频

资源,共计 300 多条。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除了检索查询外,参

见、关联语汇、词义辨析等版块可以来回自由切

换,便于学习者全面了解有关信息。 《当代汉语

学习词典》融合了中小学生词汇学习所需要的资

源,努力做到让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不仅

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以提高学习效率,提高

语言学习和应用能力[12]。

　 　 三、当前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存在的
问题

　 　 根据章宜华的介绍,在国际辞书界还没有人

把融媒体与辞书联系起来,西方辞书强国也没有

提出“融媒体词典”的概念,但他们在数字化辞书

方面已经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以光盘和网络等

为媒介的电子辞书已经成为各大辞书出版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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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版形式,词典文本已经融入了图片、音频、视
频和人机互动等多媒体和多模态元素。 而国内数

字辞书发展还比较滞后,有些出版机构甚至对数

字辞书有些“抗拒”,“多媒体”和“多模态”这种

数字元素仍未进入主流词典。 因此,辞书界首先

要解决对融媒体辞书的认识问题,然后从理论和

方法上弄清融媒体辞书的技术要素和技术

取向[6]。
总体来说,融媒体词典的研究仍处在初步探

索阶段,现有的研究工作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真正落地还有很大的距离,
特别是落实到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开发上。 其

不足表现在:(一)缺乏指导融媒体词典编纂实践

的相关理论。 如何将传统词典中被释义词的有限

或特定描写改为多媒体或多模态下的全面描写和

注释,如何在词典中有效地组织多种媒体内容,如
何根据每个语词的语言属性及显示度属性来确定

多媒体内容的比例等,这些都还没有形成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的理论。 (二)缺乏应用于融媒体词

典建设的专用资源。 传统词典受制于纸本媒介的

限制,无法利用更多类型的语言资源、更多媒介

(语音、图片、视频)的内容信息来对词条进行解

释,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构建和加工专门服务于词

典编纂的语言资源和多媒体资源是融媒体词典编

纂的重要基础。 (三)缺乏服务于融媒体词典编

纂与展示的原型平台设计。 现有平台大多停留在

纸质文本电子化的初级阶段,而融媒体词典建设

平台需要更加有效地建构不同资源的逻辑关系和

语义关系,并能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更加准确地

捕捉用户的查询需求,呈现出满足用户需要的内

容信息,从而提供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辞书

服务。

　 　 四、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发展方向

(一)“以用户为中心”是汉语融媒体学习词

典研发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是学习词典编

纂的基本要求。 我们对用户需求调查及访谈反馈

的数据显示,融媒体词典是学习词典坚持“以用

户为中心”原则的必然选择。 融媒体词典要融入

多媒体、多模态信息,但平面词典文本仍然是核

心。 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就要适应用户的认

知水平和认知能力,满足用户的学习需求。 为此,
融媒体学习词典须做到以下几点:坚持通俗易懂

的释义原则,用元语言释义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理

念,用已经学过的词语解释未学过的词语,用插

图、音频、小视频甚至方言等解释最基础的词语;
释义语言整体来说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呈现多元

状态,例句及其他说明要与学习者的水平和能力

相匹配。 融媒体学习词典要满足用户的需求,就
要满足用户学习语言知识的需要。 满足用户学习

语言知识的需要,在总体规模上,应奉行“够用为

度,实用为上”的原则,除了提供词典常规的词

目、注音、词性、释义、例句外,还要增加语义说明、
文化背景、知识背景、词义辨析、关联语汇等内容,
以提高用户的学习效率。

(二)强化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建设的相关

理论研究

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是传承中华优秀语言文

化的有效载体。 我们应在传统汉语词典的基础

上,引入融媒体的理念,守正创新,构建汉语融媒

体词典编纂理论,使其真正符合中国特色,落地生

根,指导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实践。 我们将结合当

前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编纂与出版实践,重点

探索在融媒体环境下辞书内容的结构组织形式、
编辑模式以及出版模式的创新方法,重点解决多

元内容的融合机制,包括融合的内容、融合的方

式、媒体融合的比例等,从而能够更为有效地指导

融媒词典的编纂实践。
(三)关注面向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的资源

整合利用

汉语学习词典应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

理念,适应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切实提

高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能力和学习质量。 为此,汉
语融媒体学习词典除了具有传统词典里的内容,
即每个词条包括词目、注音、词性标注、释义、例句

等外,还应包括语义说明(字的形音义的关系、多
义词的义项引申、语义构词规则)、文化信息、关
联语汇、词义辨析等,每个项目都需要大量丰富的

语言资源支持。 目前有些资源已经开发出来了,
有些还需要进一步开发。 如何在词典系统里充分

整合利用这些资源,并探索出整合利用这些资源

的有效机制,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将

结合当前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编纂,开发相关

的资源,积极探索在词典系统内如何有效整合利

用这些资源,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纸质词典的品质,
以丰富多彩的内容、适合不同层次学习者的语言

表达、灵活便捷的检索手段、赏心悦目的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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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习者的青睐。 同时,在实践中,探索通过合

理有偿购买、众筹等办法构建资源共享的务实有

效的机制。
(四)关注多媒体、多模态信息库的构建与

实现

融媒体的重要特征是在词典内部实现多媒

体、多模态信息的融合。 基于目前国内外对于融

媒体辞书的认识,到底应该融合哪些媒体、融合哪

些模态的信息,如何融合,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

题。 我们将结合当前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开发

实践,探索纸媒、网络、手机 App 等多媒体的融

合。 我们将努力开发插图资源库、小视频资源库,
词语注音的音频资源库,经典片段、释义等的音频

资源库,词语文化背景、文化色彩的视频、音频资

源库,并积极探索其实现有效融合的方式,利用这

些资源让融媒体词典真正“动”起来、“活”起来。
(五) 关注融媒体词典原型平台的设计与

实现

将融媒体理论、技术与辞书编纂理论及实践

相结合,提出融媒体辞书原型的总体结构设计

(图 1)。 依据该原型设计,融媒体辞书由多种媒

介版本辞书、融媒体辞书基础平台、词条信息数据

库、语料库 4 个部分组成。 拟以当前汉语融媒体

学习词典开发为实践对象,在编纂过程中不断进

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持续验证和改进该融媒

体辞书原型的总体设计,最终获得一个切实可行

的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融媒体辞书总体设计。

图 1　 融媒体辞书原型总体结构设计

　 　 (六)关注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词语关键语

义特征挖掘及词典融媒体环境构建

依据生成词库理论,每个词语都有多种属性,
包含多个语义特征[21]。 人们认识事物、理解词义

时往往会抓住该事物、该词义区别于其他事物、词
义的主要特征进行信息加工,比如苹果有很多特

征,人们通常会抓住其形状、颜色、味道、口感等几

个方面的特征认知,将其与梨、芒果等水果区别开

来。 融媒体词典容量再大,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
此我们要在词语的众多语义特征中选取关键语义

特征,以此作为构建该词语融媒体环境的基础。
依据生成词库理论,挖掘每个词语的关键语义特

征,开发信息库,以此构建词语融媒体环境,还原

词语的应用场景,让学习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深
入理解词语,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宇明. 促进“融媒辞书”发展,加强辞书生活研

究[EB / OL] . (2019-03-22)[2024-01-28] . 中国辞书学

会微信公众号.
[2]李宇明. 融媒体纵横谈[EB / OL] . (2019-04-12)

[2024-01-30] . 语标微信公众号.
[3]李宇明,王东海. 中国辞书历史发展的若干走势

[J] .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
[4]章宜华. 融媒体时代词典编纂出版的机遇与挑战

·5·

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N] . 语言文字报,2019-05-29(2) .
[5]章宜华,廖彩宴. 融媒体时代辞书创新人才的培

养与制度建设———兼谈辞书强国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

[J] . 辞书研究,2019(3) .
[6]章宜华. 论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

[J] . 语言战略研究,2019(6) .
[7]章宜华. 融媒体视角下多模态词典文本的设计构

想[J] . 辞书研究,2021(2) .
[8]章宜华. 融媒体英语学习词典的设计理念与编纂

研究[J] . 外语电化教学,2021(3) .
[9]章宜华. 略论融媒体辞书的技术创新和理论方法

[J] . 语言文字应用,2022(1) .
[10]杨玉玲. 融媒时代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念

与实践[J]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11]杨玉玲,李宇明. 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供需错

位和出路[J] . 辞书研究,2023(6) .
[12]亢世勇. 关于汉语融媒体学习词典的思考———

以《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为例[ J] .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20(2) .

[13]王兴隆,亢世勇. 新时代融媒体汉语学习词典的

融合特征及其优化路径———以《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为例

[J] . 语言文字应用,2021(4) .
[14]苏新春. 义务教育常用词表(草案)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9.
[15]亢世勇,刘海润. 新词语大词典(1978—2018)

[Z]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
[16]董琨. 汉语拼音词汇(专名部分) [M] . 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2015.
[17]俞士汶,等.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M]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18]张志毅,张庆云. 新华同义词词典 (中型本)

[Z]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程荣. 同义词大词典(辞海版) [Z] . 上海: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0.
[20]亢世勇. 新编同义词词林[Z] . 上海:上海辞书出

版社,2015.
[21]宋作艳.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研

究[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Learner’s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y

KANG Shiyonga, b, ZHAN Jinhuia, b, LI Luxia, c

(a. Chinese Dictionary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mission; b. School of Literature;
c.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learner’s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y is a multimodal electronic dictionary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aper dictionary and develops in the direction of user centralization, information digiti-
zation and media diversification, and it is the key research object of the contemporary lexicography cir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learner’s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ies in China, we
are activel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ies, focusing on the mode path of
compilation guided by the theory, and have developed user-oriented “ JUZI Chinese” and such foreign-type
and domestic-type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ies as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ies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arner’s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y,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user-
centered” principle, strengthen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earner’s inte-
grated media dictionary,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for Chinese
learner’s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y, constru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ultimedia and multimodal information
database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rototype platform for Chinese learner’s integrated media dictionary,
excavation of key semantic features of words on the basis of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and the integrated media
environment of dictionaries, etc.

Key words: Chinese; integrated media; learner’s dictionary;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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