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七小節，包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程序、基本假設、研究

範圍、研究限制及論文架構，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電子化學習(E-Learning)環境技術的快速發展，有越來越多的學習者經由教學網

站獲取知識，並透過教學網站內的測驗系統來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效，因此線上學習及線

上測驗已成為資訊教育領域的重要議題。然而，教育的目的是要引發學生行為的改變，

因此教師必須善用測驗來評量學生學習後行為改變的情形，所以測驗在各種學科中，均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林璟豐，民 90)。此外，就教學而言，測驗的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學習

的效果，所以在學習的各個階段以及擬定教學計畫時，必須將測驗納入成為整個教學過

程中的一部份(陳英豪等，民 71)。因此，網路教學系統中教材內容及試題的配合，就成

了網路教學系統中相當重要的工作。 
測驗是評量學習成果的有效方法，傳統紙筆測驗，無論是出題、考試、閱卷、成績

計算等作業，皆由人工進行處理，而受測者通常被指定在相同時間及地點進行考試，因

此導致此方法的測驗效率不高，且人工作業出錯的機會亦相對較大(何榮桂,民 79;周文正, 
民 87)。由於電腦輔助測驗(Computer-Based Testing, CBT)具有提高測驗效率、減少測驗時

間、降低測量誤差、提供多元豐富的試題呈現方式、獲得測驗相關的其他資訊等優勢，

近年來國內外重要的測驗及檢定，已紛紛採用 CBT 的方式來施測及自動評分(何榮桂,民
79; 何榮桂,民 88; 周文正, 民 87)，例如國內的托福考試已採用電腦輔助測驗方式進行，

而考選部也正積極規劃國家考試採行電腦化測驗作業，並期望能達成考試技術的重大突

破(考試院,民 92)。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e, APA)在 1986 年，發表了以電腦為基

礎的測驗在發展、使用以及解釋上的指導原則，此原則強調電腦測驗需與傳統紙筆測驗

有同樣的效力(Bugbee,1996)。國內一些研究者也指出，現今實施線上電腦輔助測驗在教

學活動中的確有其必要，而且使用電腦進行測驗時，其測驗效果應該與傳統紙筆測驗結

果相同(何榮桂,民 89b;簡茂發,民 88)。然而，大部分的線上測驗系統，在設計上由於受到

傳統紙筆測驗觀念的影響，因此考試題目的類型普遍仍多以單選題、複選題等認識型試

題為主，而忽略填充題等建構型題型的試題，因而造成某些認知層次的知識學習成效無

法在測驗中被評量。雖然亦有部分的測驗系統提供填充題的測驗，但卻都只能做到答案

的樣形(Pattern)比對，而並未針對答案進行語意分析的比對。林明達(民 87)也認為使用電

腦批閱申論題及填充題的測驗題型並不容易，其中填充題的答案常有不同的寫法或有許

多相同意義的詞彙，使得無法明確的指定標準答案。以計算機概論課程的填充題測驗為

例，在傳統的紙筆測驗環境中，當受測者填寫答案「RAM」與題目的標準答案「隨機存

取記憶體」在語意上相似或同義時，批閱者(教師)通常會根據受測者答案及標準答案間的

語意相似程度斟酌給分，並非以電腦二元邏輯的樣形(Pattern)比對方式進行「非對即錯」

的批閱給分。由於上述原因，目前提供填充題及申論題等開放式題型的電腦測驗系統，

其評分結果與老師實際的評分結果可能並不相等，因此其測驗結果及評分效力也可能會

受到質疑。由此可見，詞彙語意的辨識將是線上測驗系統發展需要努力的目標。 

第 1 頁 



 然而，在多位教師共用測驗系統的環境中，不同的教師對於填充題答案的詞彙語意

及評分方式可能存在不同的認知。為了能實踐 Bugbee(1996)所提出「電腦測驗需能夠達

到與傳統紙筆測驗具有同樣的效力」的觀念要求，因此延伸出了本研究的第一個主要的

研究問題，也就是「如何在多位教師共用測驗系統的環境中，讓電腦具備教師個人化的

評分風格與特質，並在包含填充題型的線上測驗中，電腦自動評分的結果能具有與紙筆

測驗相同的評分效力？」 
近年來 Bloom 等人(1956)的教育目標分類廣被國內外教育界採用，新版的 Bloom 認

知領域教育目標被分成知識向度和認知歷程向度兩類，此理論可用以輔助教師發展有意

義的教學規劃與測驗評量(葉連祺與林淑萍，民 92)。此外，在強調「自我學習」的線上

學習環境中，學習者在知識向度及認知向度的學習成效，可藉由線上測驗來進行評量，

若要達此目的，則線上測驗系統必須先了解每個試題所能評量的知識層次及認知層次。 
一些研究指出，建立與維護測驗題庫是一項耗費人力的工作(蔡松齡，民 81a; 蔡松

齡，民 81b; 林盈達、林義能，民 88)，當測驗系統題庫不足時，也容易造成題目出現頻

率過高及學生直接記憶答案的情形。因此，如何提供豐富完整的題庫及有效率的出題方

式，也成為遠距教學中的重要課題(何榮桂等人，民 85)。有研究指出，若是採用多位學

者共同合作產製試題的策略來提升題庫產製效率，將容易產生題目重複或偏重某概念的

情形(黃國禎等人，民 91)，試題若皆由老師的觀點來設計，則會無法兼顧學生的觀點與

需求(林盈達、林義能，民 88)。然而，在大專院校中，並非每位專業系所的教師均瞭解

教育理論及測驗理論的內容概念，因此大專院校教師在發展試題時，往往無法以 Bloom
的知識向度及認知向度概念來發展試題，因此試題即使發展完成後，教師也未必了解每

個試題所能評量的知識類型及認知能力層次，且試題也未必符合試題編製的基本原則。

綜合上述原因，延伸出了本研究的第二個主要的研究問題，也就是「如何讓電腦輔助教

師產製具有 Bloom 分類概念且符合試題編製原則的試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一節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歸納如下： 
一、以本體論、Bloom 教育目標分類理論、模糊理論、詞義關係、人工智慧為基礎，提

出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的建議架構，並以智慧型測驗評分及輔助教師產製具有

Bloom 分類概念題庫為研究核心，以期能降低教師製作測驗題庫及測驗評分的負擔。 
二、探討影響線上測驗評分效力的因素來源，並提出解決方法，使電腦自動評分的結果

能具有與紙筆測驗相同的評分效力。 
三、在多位教師共享相似語詞庫的平台環境中，讓電腦能模擬教師個人的評分風格與特

質，並藉由模糊理論來整合系統中所有教師的詞彙語意及評分認知，提供高品質的

評分環境設定建議，降低教師建立語意詞彙及環境參數的負擔，並使系統提供之相

似語意詞庫內容能與大多數教師的認知相近。 
四、探討電腦輔助教師產製題庫的可行性及效益，並避免同一試卷中出現評量相同知識

概念的重複試題。 
五、結合教材知識本體及試題產製規則，產生包含 Bloom 教育目標分類概念資訊的是非

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多格填充題等試題，並用以評量學習者在知識及認知向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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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強化試題在測驗中所產生的教育意涵。 

第三節 研究程序 

在 Yang(1995)的研究中指出，管理資訊系統領域的研究能夠區分成塑模(Modeling)、
系統建置(Implementation)及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ies)等三大類。本研究將先藉由先導

實驗來瞭解研究問題，再以概念塑模(Conceptual Modeling)的方式，依據所關注的研究問

題、提出的概念及探討之相關理論，提出一個系統架構，並經由系統設計建置一個雛形

系統，最後再進行系統的成效評估。 
本研究之研究程序可分為六個階段，分別敘述如下： 

一、 評分效力問題來源先導研究：由於線上測驗使用電腦設備進行評分，因此可能會因

為一些未知因素的干擾，導致線上測驗的評分結果與紙張測驗的評分結果不同，本

研究將透過此階段的先導研究，以瞭解線上測驗可能導致評分效力降低的原因。 
二、 教師發展測驗題庫的能力及問題先導研究：為了讓系統能輔助教師產製線上測驗之

題庫內容，有必要先瞭解一般教師在人工出題時，實際的試題品質及發展困難，並

探索教師人工出題所能涵蓋的試題類型、Bloom 知識類型及認知層次範圍，以挖掘

出電腦在輔助教師產製試題時，可以提升教師發展試題效率及效能的機會。 
三、 線上教材與試題結構知識本體概念設計：為了能有效的讓系統從線上教材中自動產

生試題，本研究必須先瞭解教材講義及試題的本質結構及編排規則，因此本研究在

進行初期必須確立出教材講義結構知識本體及試題結構知識本體內容。為使研究能

以特定知識領域加以研究，本研究中將以「管理資訊系統」課程做為學習系統的教

學課程應用範例。 
四、 建立線上教材知識庫中的教材知識：本研究著重於利用教材知識本體結構所儲存的

內容，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因此本文將不針對教材知識經由斷詞、語意剖析、

儲存至線上教材知識庫的技術方法進行討論，而是假設當線上教材知識均已依照教

材知識本體結構儲存於線上教材知識庫中，再由電腦何利用本研究的本體結構及語

意分析方法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 
五、 雛形系統發展：經由前三階段的研究與設計結果，規劃出能達成本研究目的之系統

架構，並發展具備輔助教師產製題庫能力之線上課程知識學習系統雛形，雛形系統

發展之步驟如下。 
(一) 建立智慧評分機制：包括填充題模糊語意函數及推論規則、同音字相關字庫、

全形半形相關字庫、英文大小寫處理模組、漏字模組的建立，以達成填充題型

智慧評分的目的。 
(二) 建立初始「相似語意關係詞庫」：當完成包含填充題題型之題庫建置完成後，需

由專家(教師)針對每一個題目的填充題答案，依照該領域專業知識建立可相互共

用之相似語意詞庫，以及非等同但近似的語意詞庫，並由專家建立「詞彙關係

網路」，對於每一對相關的語意詞彙給予 0~1 間的相關係數，並藉此表示詞彙間

的相似程度以利後續進行模糊評分(也就是系統可進行非全對或全錯的評分)。 
(三) 建立語意詞庫的知識擴充機制：由於專家(教師)無法在測驗系統尚未啟用前，便

能找出所有與填充題答案在語意上相同的全部詞彙，因此在正式啟用線上測驗

系統後，學生如果發現系統無法辨識出相似語意的答案，可以透過「答案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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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來線上申訴。系統將會將此被提出申訴之題目及答案通知專家(老師)處
理，並由專家(老師)決定是否該詞彙也應該加入至相似詞庫中，並同時決定該詞

彙與標準答案的模糊關係程度。 
(四) 建立公式基模、知識樣式模型、詞彙語意庫：若要使系統能具備自動建立講義

內容，必需先分析講義結構與知識結構的關係，並發展出各種構成講義內容的

知識樣式模型。此外，中文語意變化莫測，若要能將知識做有效且正確的連結，

則必須藉由中文語意詞庫來進行相似及相反詞彙的分析來達成。 
(五) 建立測驗樣式模型及測驗規則：若要使系統具備自動建立試題，必需先分析出

所有測驗類型及試題結構，並探索試題與知識結構關係，以發展出各種構成試

題的樣式模型與測驗規則。本階段所欲建立的測驗樣式模式，主要是根據二技、

四技二專、高考、普考及勞委會各項技能檢定試題為基礎，進行題目內容之結

構及規則分析，並從中萃取出本系統所需使用的測驗樣式模型及測驗規則。 
(六) 試題知識轉化：此階段在發展知識系統之試題產生模組，此模組將根據知識本

體、知識關係、測驗模型、教材知識庫及試題產製規則等，由電腦輔助教師產

製包含 Bloom 分類概念的線上測驗試題。此試題的題型則包括是非題、單選題、

複選題及填充題類型，填充題則容許系統或教師在一個題目上設計最多 20 個空

格答案，以增加題目的多元彈性。 
六、 系統成效評估：此階段將針對智慧評分機制是否能具備與紙筆相同的評分效力，以

及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統的成效進行分析與評估。 
 

第四節 基本假設 

本研究的發展，包含了五項基本假設，分述如下： 
一、教材文件的知識內容可由詞彙主題的觀點、詞義關係及特定文法規則來構成。 
二、在多位教師共用的測驗平台環境中，不同的教師對於相同的詞彙語意會期望擁有相

同的認知。 
三、世界上的詞彙會不斷增生與修正，資訊系統所建立的詞彙資料亦需不斷的持續擴充

與修正。 
四、試題內容可歸納出特定的出題模式類型與規律，試題內容應來自教材文件中的範圍。 
五、試題中評量知識向度及認知向度的資訊，可藉由特定的定義及結構來區別及辨識。 

 

第五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可大略歸納成以下六點： 
一、本研究的系統架構，雖包含線上課程、線上測驗、虛擬教室…等功能，但本研究僅

針對電腦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以及填充題智慧評分的方法及效益進行研究。 
二、受限於研究目的與時間，本研究無法進行中文斷詞的方法技術發展，因此直接採用

中央研究院 CKIP 中文斷詞系統來進行文章內容斷詞。 
三、本研究在試題產製及線上測驗評分效力的議題中，僅以電腦可以自動評分的是非

題、單選題、複選題及填充題等四類題型為主，不包含問答題、多媒體類型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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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議題。 
四、本研究之線上測驗系統並未針對多媒體影音圖片的試題進行研究與探討，對於不同

檔案格式的試題匯入與轉換功能，本研究因考量研究目的，亦未納入研究中。 
五、本研究的線上測驗功能著重於平時學習過程的課程學習評量，此測驗方式與近年試

題反應理論(IRT)及電腦適性測驗(CAT)著重單一時間點的能力鑑定不同，因此未包

含適性測驗方法之研究。 
六、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提出一個能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及進行智慧評分的線上課程知

識學習系統建議架構，並進行雛形系統的設計，因此本研究不包含系統架構對於學

習者的學習成效、滿意度、學習行為及其他教育理論相關變數之實證研究。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可大略歸納成以下六點： 
一、由於考量課程教材取得的便利性，本研究僅選定「管理資訊系統」做為本研究教材

內容及產製試題的應用領域。 
二、教師雖然可能專精於某個課程領域，但由於中文文法及中文語意詞彙變化多元，管

理者及教師難以在系統運作初期便建立完成所有專業領域中的中文知識結構及相似

語意詞彙內容，也難以將所有的中文知識文章內或試題內的文法結構及規則在初期

便能完整建立。因此，本研究透過語意詞彙、知識樣式管理、測驗樣式管理及測驗

申訴等功能，來協助教師及管理者將無法辨識的語意詞彙及新規則擴充至系統中，

藉著學生學習過程的申訴、教師教學經驗的累積，將可使本系統所能瞭解的詞彙、

詞彙關係及文法規則變得更豐富。 
三、由於中文輸入方法眾多，本研究僅以「注音輸入法」進行輸入法的智慧評分效力探

究，而無法涵蓋所有輸入法。 
四、本研究中電腦輔助教師產製的試題，僅能產生具備特定語句結構或語意關係的試

題，具備情境性的靈活思考試題則仍需藉由教師以人工方式建立。因此，為了確保

試題具備高品質與鑑別力，本研究另外提供教師可藉由人工方式來建立具備情境性

的靈活思考試題。 
五、由於研究時間的限制，本研究中的系統所產製出的大量試題，尚無法在本研究中針

對每個試題進行試題鑑別度及難易度的分析與實證。 
六、在委託教師進行人工產製試題及評估產製試題成效的實證研究中，由於教師均需投

入 2 個月時間參與，並實際產製試題，因此無法進行大樣本的實證，僅能針對 15 位

教師進行問卷、實驗及訪談等活動，以取得系統的成效分析結果。 

第七節  論文結構  

    本論文之內容結構共分為六個章節，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針對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程序、基本假設、研究

範圍、研究限制進行描述。 
    第二章「文獻探討」，主要是以研究目的為出發點，對於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加以整理

與探討，以作為系統架構設計概念及擬定研究變數的依據，最後將綜合上述文獻結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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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第三章「雛形系統設計」，主要針對評分效力問題來源先導研究、教師發展測驗題庫

能力及問題之先導研究、教材與試題結構知識本體概念設計、系統課程知識學習系統架

構設計、系統架構細部元件運作原理、電腦產製試題方法、評分機制設計原理、系統成

效評估方式等內容進行描述與說明。 
    第四章「雛形系統建置」，主要針對本研究的系統環境、使用者觀點之系統整體功能

說明、系統功能說明進行描述。在系統功能說明部分則區分為教師與管理者情境及學生

情境兩個角度來探討系統功能。 
    第五章「雛形系統成效初步評估」，主要針對本研究之「輔助教師產製測驗題庫子系

統」及「線上測驗與智慧評分子系統」進行系統成效評估，每一個部分除了針對實證研

究的研究設計及資料分析結果進行說明外，也與現有測驗系統或教師人工處理的方式，

進行功能效益的比較。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主要針對本研究的研究成果、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及所能產

生的貢獻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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