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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測驗可以用來評估「教」與「學」的成效，是教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個完整的題庫，不但能改進測驗的品質，

也可節省編製測驗所需的時間。而利用電腦輔助來產生試題，雖然有助於題庫之建立，但在保持試題語意的合理性上，卻

常常需要人為的介入。 本論文以國小數學情境文字題為主要內容，利用物件導向中模擬真實世界的概念，建立了一種自動

產生試題的機制。該機制使用句型樣版的觀念，建立並規範各種題型的內容。每一種題型經由隨機選取句型樣版中不同的

主詞、動詞、受詞與數字等試題元素，加以組合而產生許多不同的試題。在上述的過程中，系統亦會考量試題元素彼此之

間的合理性，使產生試題之語意能更為流暢，以減輕後續人力篩選的負擔。 本論文所提出之自動試題產生機制，可以應用

於實際的測驗與練習中，不但改善傳統人工出題所耗費過多人力和時間的問題，並可大幅減少人為的介入，增加公平性與

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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