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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山寨词典网站横行

一、热点概述

《新华字典》没有网页版，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近日，一位听众反映，在使用某款自称是“新华字典在线字典”的工具时，

发现了多音字读音错乱频出的问题。而根据记者调查，像这样打着“新华字典”的旗号吸引用户点击访

问，实际提供的内容却错误百出的“李鬼”字典网站，并不是个例。

对此，《新华字典》出版方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回应称，目前网页端的“在线新华字典”等网站并

未获得授权，读者如有线上查询的需求，可以下载《新华字典》App，或通过“商务印书馆工具书数据

库”网页端查询字词。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自 1953年首次出版以来就是现代汉语“规范”“权威”的代名词。时

至今日，“查字典”都还是国内语文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它在内的一系列辞书共同陪伴了几

代人的成长，搭建起了他们的语言文化认知体系，在文化建设和构筑民族集体记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反观被曝光的假冒字典网站，别说像官方辞书修订一样字斟句酌、层层审核，连对搬运来的网络

内容进行简单的校对，恐怕都没有。“倔强（jiàng）”被标注为“倔强（qiáng）”“多闻强记”被

标注为“多文强记”“暖和”造句显示“温暖和安宁”……如此错误再加上几家山寨网站互相抄袭，以

讹传讹，网友稍稍缺乏求证精神就会被带跑偏。

（2）最近几年，数字化浪潮席卷整个出版业，一些老牌的、经典的读物纷纷顺应时代，投入了“无

纸化”的升级改造中，其中就包括大量工具书。比如，2010年，《牛津英语大词典》就宣布彻底放弃纸

质版，改为发行收费的网络版。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辞海》，也在 2014 年借着第七版修订之机，在官

方网站同步上线。这些调整，因为把用户体验纳入开发设计的核心原则，契合了人们阅读、学习和使用

习惯的变化，非但没有失去工具书原有的影响力，反而带来了新的受众群。就以《辞海》网页版为例，

除了传统查询方式，网页还提供模糊查询、语音查询、全文查询等多种选择，词典中的任何词形、内容

均能快速检索。换句话说，有了网页版，用户查询得更快，也更容易了。

2.原因分析：

（1）网站引流牟利。这些网站妄图利用新华字典等权威辞书在公众心中的高知名度和信任度，将

其作为引流的招牌，通过开展范文下载、教育培训、起名测字等收费业务来牟取暴利，完全不顾及所提

供内容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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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有效监管。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对这类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

为难以进行精准有力的打击。同时，举证成本过高使得普通网友难以参与监督，而监管部门在过去对这

一领域的关注度不够，未能及时察觉并制止山寨词典网站的滋生与蔓延。

（3）技术手段应用不足。在互联网环境下，缺乏有效的技术审核机制来识别和拦截这些山寨网站

的虚假错误信息，使得它们能够轻易地在网络上传播并误导用户。

（4）正版辞书数字化发展滞后。传统出版社在辞书数字化探索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如版权边界

模糊不清、技术力量薄弱等，导致正版辞书的数字化产品不能及时满足公众需求，给山寨词典网站留下

了可乘之机，它们得以在正版辞书数字化服务缺位的情况下抢占市场份额。

3.对策建议：

（1）加强法规监管。

（2）优化技术防控。

（3）推动正版创新。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期，一位群众反映，在使用某款自称是“新华字典在线字典”的工具时，发现了多音字读

音错乱频出的问题。而根据记者调查，像这样打着“新华字典”的旗号吸引用户点击访问，实际提

供的内容却错误百出的“李鬼”字典网站，并不是个例。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影响-原因-过渡-对策-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字典，作为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人们的学习、工作以及文化素养的培育过程中，始

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如今山寨新华字典网站横行，给群众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对这一乱象，

我们需要严肃看待……

第二步——影响：

首先，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而言，错误百出的内容会严重误导使用者，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学习语言

知识的学生群体，可能会使他们在知识构建的初期就陷入误区，影响汉字学习的效果……

其次，在法律层面，这些网站公然打着新华字典的旗号，进行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破

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践踏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红线，损害了正版辞书的合法权益与品牌形象……

最后，从文化传播的维度来看，错误的知识传播会导致文化传承的扭曲与变形，阻碍优秀文化的精

准传递与广泛弘扬，长此以往，将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提升与文化自信树立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步——原因：

一方面，部分不良网站受利益驱使，妄图利用新华字典等权威辞书在公众心中的高知名度与公信力，

将其作为引流的诱饵谋取丰厚的经济利益，全然不顾及所提供内容的准确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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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监管体系存在漏洞，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对网络文化市场的巡查力度不够，未

能及时察觉并遏制山寨字典网站的滋生与蔓延……

再次，正版辞书的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正版辞书的数字化产品不能及时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便捷

化、多样化知识获取需求，从而为山寨字典网站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四步——过渡：

为了有效整治山寨字典网站乱象，重塑健康、有序、规范的网络文化知识传播环境，我们需要多管

齐下，协同发力。具体，我们可以这样做：

第五步——对策：

第一，建章立制，强化监管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快完善针对网络辞书领域的法律法规，明确山

寨字典网站侵权行为的界定标准与惩处细则，加大违法成本。同时，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形

成监管合力，运用大数据监测、网络巡查等技术手段，对网络文化市场进行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管……

第二，宣传引导，提高公众辨别能力。宣传部门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如电视、广播、网络新媒

体等，广泛宣传正版辞书的特征与价值，普及识别山寨字典网站的方法与技巧，提高公众对正版辞书的

认知度与信任度，引导公众自觉抵制山寨字典网站的诱惑，主动选择正版辞书产品……

第三，追赶浪潮，推动辞书数字化进程。传统出版社应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加大在数字辞书领域的

资源投入，加强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攻克技术难题，培养专业人才，优化版权管理，开发出功能丰富、

使用便捷、价格合理的正版辞书数字化产品，以优质的数字化服务满足公众需求……

第六步——结尾：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给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山

寨辞书网站乱象能够得到有效的整治，群众也能通过更加正规的渠道查到更加专业科学的信息，领悟汉

字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