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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手經驗談：語奧簡介與入門指南 
 

馬靖超 
2023/05/01 

 
 

  大家好，我是 2022 及 2023 年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臺灣代表隊的選手馬靖超。接下

來，讓我用這段文字向大家簡單地介紹語奧的相關資訊，以及如何從零開始準備語奧的

選拔。 
 

為什麼會想比語奧？ 

  其實我會接觸到語奧圈，可說完全是個意外。還記得是在高二上學期的某一天中午，

同學意外在維基百科上發現了「語言學奧林匹亞」這個從來沒聽過的比賽，並且發現臺

灣竟然有在舉辦代表隊的選拔；抱持著「感覺很好玩，就去試一試吧」的心情，於是我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和好幾位同學一同報名了 2022 年的台灣語奧初選，沒想到我在

初選考試中，十分享受語奧彷彿解謎般的解題過程！而我也很幸運地通過了語奧初選，

正式踏入語奧的殿堂。 
 

「語奧」到底是什麼？ 

  第一次聽到「語奧」這個比賽的人，大多都會有一些常見的誤解： 
 
  「是像英文拼字比賽一樣嗎？還是是一種英檢？」 

  「是比誰會講最多種語言嗎？」 
 
  其實都不是！「語言學」和「學語言」是不一樣的，就算英文說得很流利，或是能

夠精通兩三種語言，也不見得能夠輕易掌握語奧的考題。 
 
  語言學是一種專門研究人類語言的「科學」，利用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去分析不同語

言的語法、語意、語音等各種性質，因此「『語言學』奧林匹亞」的重點會著重在「語

言的邏輯分析」。 
 
  舉個簡單的例子，相信有學過一點英文的人都知道，動詞後面加-ed 是過去式，加

-ing 則是進行式，第三人稱現在簡單式必須加-s 等規則；但是對於從來沒有接觸過英文



 2 

的人，要如何經由自己的觀察得知這些規則？語奧的考題就是類似這種感覺，答題者要

針對一個完全未知的語言，從題目提供的有限資源中，找出該語言的一些「規律」，並

利用這些規律回答一些問題。因此，如果想要解答語奧的題目，甚至成為語奧國手，你

完全不需要學會四、五種語言，就算英文不太好也沒關係，因為考題中的語言一定都是

你沒看過的，但你必須要有還不錯的邏輯推理能力及想像力，這些能力會是你通關語奧

的鑰匙。 
 

語奧對我來說好陌生，要怎麼入坑開始準備呢？ 

  我覺得要入門語奧最快的方法就是先寫一份題目。寫了題目之後，您就會對語奧的

考試模式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可以最直接的體驗語奧解題的樂趣。今年（2023）的台

灣語奧初選屬於歷年來較簡單的一年，考題也包含許多經典的主題（數字系統、詞法、

句法、音韻），我個人認為相當適合作為初心者的第一份語奧題目。英國語奧（UKLO）

網站上也有依照難易度分類的題目（由易至難分別為 Breakthrough、Foundation、

Intermediate、Advanced、Round 2），如果英文不錯的同學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難易度，

嘗試看看喔。第一次寫題目如果有點不知所措是非常正常的，記得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

力，先不要計時也沒關係，先從線索中重複或者相似的部分開始尋找規律，在觀察及運

用想像力聯想後，說不定問題就會變得迎刃而解！ 
 
  除了刷題之外，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對於語奧選手也是相當重要的，如果想要快速建

立一些語言學的基本觀念，可以先上維基百科閱讀相關的文章，我個人建議可以從幾個

最主要的子領域開始學習：詞法學（Morphology）、語意學（Semantics）、句法學（Syntax）、

音韻學（Phonology）。如果需要參考書的話，可以試著閱讀「Language Files」，裡面有

更加詳細的解說（入選國手後，台灣語奧也會開放同學免費借閱，所以不一定要急著購

買喔）。不過，我認為還是先寫了幾份題目，抓到手感之後，再來閱讀這些資料，畢竟

解題過程就像破解密碼一樣，肯定比單純的瀏覽這些文章更能帶來樂趣跟成就感。 
 

結語 

  希望經過上面的介紹，大家對於「語奧」這項競賽以及它的準備方式有了更完整的

了解，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都來嘗試看看！也請各位準備入坑語奧的初心者們，千萬不

要把語奧這件事當成壓力或是考試，最重要的是，運用自己的觀察力、想像力及邏輯推

理的能力，享受解題（謎）帶來的成就感，以及發現自己未知學習潛力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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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台灣語奧網站：https://reurl.cc/Q4QpK2 

英國語奧歷屆試題：https://reurl.cc/klA5KK 

語言學維基百科頁面：https://reurl.cc/Y8zlK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