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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論文所探討的是以資訊擷取中的叢聚技術為主，運用其中最簡單的模式，並依據學生在討論文章的內容及教師在授課

時，曾說過的專有詞庫來和文章與文章之間的相似度進行分類。運用科技接受模式的方法論，輔以自動文件分類技術，再

將此一系統雛型利用網路教學中的資料庫給予討論區附以重組及網頁連結系統，使得所有學生均可以受惠，此乃本論文實

作之目的。 其中的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了老師們在辛苦教學之餘，將學生所累積的討論對話資料作好重新整理的工作，使得

一些垃圾文章，得以在下學期開學之前，即可藉由半自動化的方式將之刪除，並且全部將所有的討論文章重組為分類目錄

形式，最重要的是本研究還可以將所有的討論文章轉化為網頁來做為存取的功用。 再者，學習歷程的分析應注重的是在於

其知識上的發掘，但對於討論歷程的儲存與檢索方式，其本身就會影響到學習者的學習行為，進而影響到學習歷程分析中

的知識挖掘（Data Mining），這也是本論文所必須引入自動文件分類技術(ATC)來建立起學生們利用討論方式的學習歷程

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後，則須運用Davis的科技接受模式來做驗證，並且將結果顯示於第四章，以使得結果更臻完善，且

在第五章討論與Davis的科技接受模式不符之處，並探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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