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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當學習者欲從事學習行為時，其需先耗費時間瞭解標竿人物之學習歷程，再

揣摩其未來可效法之學習方向。而由於標竿人物學習歷程之呈現方式（如簡報、

文件）可能造成一個體無法準確確立其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故本

研究乃以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發展一套「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模式與系統，

以依據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未來學習目標推論學習者未來之學習建議，並協助

學習者迅速確立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學習行為、學習履歷、標竿人物 

 

壹壹壹壹、、、、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一般而言，一個體乃持續不斷地從事學習行為，以增進其本身之能力與知識；

因此，各個體皆有其學習履歷，可用以表達其過去之學習方式與內容等歷程。而

部分個體之個人成就高、社會地位高、領導與管理能力強、專業能力強、學歷與

經驗豐富，其身份、角色較為特殊，故可被視為「標竿人物」；而標竿人物之學習

歷程對於其他人具有參考之意義，具有供他人學習與效法之價值，可增進他人之

領導能力、管理能力、專業能力以及累積更多經驗，甚至可造就他人成為標竿人

物。是故，這些標竿人物之學習歷程於乃可被視為具有代表性之學習履歷。 

然而，因各個體過去之學習履歷不盡相同，且其未來學習之訴求亦可能不同，

故一個體欲依據其過去學習歷程與未來學習訴求推斷其未來可參考之學習內容及

學習方向時，常需耗費時間及精神於訪談、諮詢、閱讀或觀察等活動，以得知標

竿人物過去之學習方式並瞭解其學習歷程，進而揣摩其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

學習方向。另一方面，傳記、雜誌或報導中之訪談專題等內容通常以簡報或文件

等方式呈現標竿人物之學習歷程，此種呈現方式可能造成一個體無法準確掌握標

竿人物之學習歷程，甚至可能造成該個體誤解標竿人物之學習歷程，而無法準確

確立其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上述學習者探索學習方向之既有運作

模式如圖 1所示。 

有鑑於此，為讓學習者可正確地瞭解標竿人物之學習歷程（即代表性學習履

歷），本研究乃以標竿人物之傳記、雜誌訪談或專題中所含學習履歷為基礎，解析

此些學習履歷，以瞭解可完整表達學習履歷之細項內容、以及與學習履歷觀念相

關之語彙，並制定制式化學習履歷之各表達細項，以作為將學習履歷觀念文句轉

化為制式學習履歷之基礎。之後，本研究乃以前述所制定之制式化學習履歷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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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學習履歷觀念相關之語彙為基礎，發展一套「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模式，

以協助學習者迅速確立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本研究所發展之「個

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模式可區分為「代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模組與「個人化學習

方向推斷」模組；其中，「代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模組乃以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

先取得自由表達形式之代表性學習履歷文件中所含具學習履歷觀念之文句，再將

此些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結構化為制式化學習履歷，以取得與學習觀念相關之資

訊（含學習身份、學習動機、學習行為、學習內容、學習環境及學習成果）；而「個

人化學習方向推斷」模組乃以制式化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先依據學習者未來

學習目標搜尋具有高相似度之代表性學習履歷，再比對該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

具有高相似度代表性學習履歷之差異，並依據此差異推斷學習者未來可參考之學

習內容及學習方向。之後，本研究乃以前述所發展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模

式為基礎，建置一套「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以讓學習者可透過系統迅速尋得

適合未來學習之建議，進而提高學習者之學習效能。而上述學習者透過「個人化

學習建議系統」探索學習方向之期望運作模式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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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習者探索學習方向之既有模式

（As-Is Model） 

圖 2 學習者探索學習方向之期望模式

（To-Be Model） 

 

整體而言，為協助學習者有效瞭解標竿人物之學習履歷，以及協助學習者尋

得未來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即釐清可完整表示學習履歷之

結構、以及與學習履歷觀念相關之語彙；之後，以此些資料為基礎，本研究提出

一套以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之「個人化學習建議推論」方法論，以協助學習者

確立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此方法論乃以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

透過「代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模組將自由表達形式之代表性學習履歷結構化為制

式學習履歷，以作為推論學習者未來學習方向之基礎；並藉由「個人化學習方向

推斷」模組，以依據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未來學習目標，推論學習者未來可參

考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最後，以「個人化學習建議推論」方法論為基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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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置一套「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以協助學習者有效獲得適合其未來學習

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並縮短學習者搜尋未來學習方向之時間，進而提高學習

者之學習成效。 

 

貳貳貳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當學習者欲達成一學習目標時，其往往需耗費時間與精神訪談標竿人物或閱

讀與標竿人物相關之訪談專題，以瞭解標竿人物過去之學習歷程，並揣摩其未來

可參考之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向。然而，此種學習模式可能因學習者不完全瞭解或

誤解標竿人物之學習歷程，而造成學習者所揣摩之未來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向不盡

然適合於自己本身。因此，為改善上述問題，本研究乃發展一套以標竿人物學習

履歷為基礎之「個人化學習建議推論模式」，以藉由該模式探索標竿人物過去之學

習履歷，並依據學習者未來之學習目標與過去之學習履歷推論學習者未來可參考

之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向。綜上所述，本研究乃藉由學習者學習履歷之解析以及學

習者學習現況之分析，判斷學習者所缺乏學習之內容，之後，再依據學習者所缺

乏學習之內容推論學習者未來可參考之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向；故與本研究相關之

研究議題乃包含「學習履歷解析」、「學習現況分析」及「學習方向推論」；以下即

分別針對上述各研究議題進行文獻回顧。 

 

一一一一、、、、    學習履歷解析學習履歷解析學習履歷解析學習履歷解析 

為協助團隊領導者指派團隊各成員相關工作，Mill 與 Hannafin（1997）乃預

先定義各活動、各工作可能涉及之學習領域、學習素材等學習內容；之後，發展

一套團隊成員學習內容分析系統，以藉由該系統比對預先所定義之資料與團隊成

員過去參與活動與工作，進而根據比對結果推論團隊成員較為擅長之專業領域。

該研究結果顯示，此分析系統所推論之結果為團隊成員過去學習效果較佳之學習

內容，且此些學習內容為團隊成員較為擅長之專業領域；因此，此系統所推論之

資料可有效作為指派團隊成員相關任務或工作之基礎。 

而為瞭解學習者過去較少接觸之學習內容，Varga-Atkins等人（2009）乃發展

一套學習內容解析方法，再依據該解析方法之解析結果發展一套以學習者過去學

習內容為基礎之線上教學系統，以提供適合學習者之學習內容。該研究乃以問卷

分析之方式，分析學習者過去較少涉及之學習主題與學習素材。之後，該研究再

以此些資料為基礎，推論適合學習者參考之學習內容。該研究發現，此學習內容

解析方法所分析之學習內容（該學習內容為學習者過去較少涉及者）為該學習者



 4 

過去較不易理解之學習內容。 

而為能瞭解學習者之最佳學習方式，Dukas（1995）乃先藉由人工方式取得學

習者過去學習各學習內容之學習方式與學習效果，並將學習效果以一效果績分表

達，之後，再分析學習者過去學習同一學習內容時之學習方式、學習效果（即效

果績分），並依據效果積分高低判斷各學習內容之最佳學習方式。該研究乃以當地

小學學生為測試對象，以測試該研究推論小學學生最佳學習方式之效果，由測試

結果得知，該研究所推論之最佳學習方式大多為學生之學習習慣或偏好學習之方

式，且此最佳學習方式實可提升該學習者之學習效果。 

 

二二二二、、、、    學習現況分析學習現況分析學習現況分析學習現況分析 

為協助學習者完成未達成之學習目標，Cox 與 Ram（1999）乃發展一套學習

策略建構系統，以依據學習者過往學習經驗推論其未來可改善之學習策略。該系

統乃以學習者過去學習失敗之經驗為基礎，先分析學習者於學習失敗之過程中，

導致其未達成學習目標所有可能之因素，再以自建之分類法則判斷所有因素中學

習者未達成該目標之主要問題，最後，再依據該主要問題推論學習者未來可學習

之方向。根據驗證之結果，該系統雖可有效判斷學習者學習失敗之主要問題，並

可依據學習者未達成之目標給予其可參考之學習方向；但若學習者未達成之學習

目標不夠明確，則可能造成系統無法準確判斷其未來學習方向。 

為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效果，過去相關研究多透過學習者於學習過程中之學習

結果（如試題之測驗結果）分析學習者當前之學習能力，以根據分析結果提供對

應建議予學習者參考。如 Huang 等人（2007）乃發展一套智慧型學習診斷系統，

以讓學習者藉由系統獲得適合自身學習能力之學習建議，進而提升學習者之學習

效果。該研究乃以國小四年級與五年級學生學習自然科學課程之過程進行驗證，

以驗證此系統評估此些國小學生學習能力之效能；由驗證結果得知，此些國小學

生實可透過此系統獲得其欲學習主題之相關建議，且大部份之學生可於自然科學

課程中獲得學習效果不錯之成績。 

 

三三三三、、、、    學習方向推論學習方向推論學習方向推論學習方向推論 

為提供適合學習者學習環境之建議，Sense（2007）乃先透過專家制定於各種

學習主題下學習效果較佳之學習環境，再提出一學習環境建議之模式，以協助學

習者獲得欲學習主題之學習環境建議，進而提升學習者學習該主題之成效。該模

式乃以學習者欲學習之主題作為分析依據，分析與學習者欲學習主題相同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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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含學習角色、學習夥伴、學習輔助工具），以作為學習者未來學習之參考。

該研究之測試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願意採納該模式所推論之學習環境，而將近

一半之學生認為該模式所推論之學習環境實可作為其期望學習主題之環境建議。 

為提供適合學習者之課程內容，Boticario與 Santos（2007）乃先定義學習偏好

之類型，並請專家制定一份學習偏好之測試問卷；再根據前述資料發展一套以學

習者學習偏好為基礎之課程內容建議系統，以依據學習者測試問卷結果判斷學習

者之學習偏好類型，進而協助學習者藉由系統獲得符合學習偏好之課程內容。該

研究所建置之系統雖可判斷學習者之學習偏好，並有效依據該學習偏好提供對應

之教學內容予學習者參考，但由於該研究制定之學習偏好類型較少，若學習者之

學習偏好不屬於該研究所制定之學習偏好類型，則該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即不適用

於該學習者，即表示該系統無法推論適合該學習者之教學內容。 

 

參參參參、、、、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 

如先前之研究背景所述，為協助學習者有效獲得可參考之代表性學習履歷，

本研究乃發展一套「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以推論適合學習者之代表性

學習履歷，並完整地、結構化地呈現代表性學習履歷予學習者參考。而為達成前

述目標，本研究乃先定義代表性學習履歷所對應之對象（即標竿人物），再蒐集與

代表性學習履歷相關之文件，以釐清可完整表達學習履歷之細項內容以及與學習

履歷觀念相關之語彙，並制定制式化學習履歷之各表達細項；之後，本研究所根

據釐清之制式化學習履歷及與學習履歷觀念相關之語彙建置一套「學習履歷語彙

庫」，以作為將自由表達形式學習履歷轉化為制式學習履歷之基礎；之後，本研究

即根據「學習履歷語彙庫」與制式化學習履歷發展一套「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

方法論，此方法論乃以具有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依據一學習者未來之學習目

標搜尋具有高相似度之代表性學習履歷，再推論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此些具有

高相似度代表性學習履歷之差異，以依據此差異推斷該學習者未來之學習內容及

學習方向。 

說明本研究所發展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前，本研究認定具有代

表性學習履歷所對應之對象係指一個體於其專業領域中具有公認成就、示範性、

啟發性、激勵性之標竿人物。以下乃列示一般常見領域中可能具代表性之標竿人

物： 

1. 企業體：標竿人物可能泛指企業領導者、有經驗之專家等有領導與管理能力

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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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製造單位：標竿人物可能泛指部門之廠長、主管、組長、師傅等有主持

事務能力與經驗之人員。 

3. 學校等教育訓練機構：標竿人物可能泛指學校教師、講師、主任等有教育與

管理能力之人員。 

4. 醫院等醫療單位：標竿人物可能泛指醫院之主治醫師、藥劑師、院長、護士

長等有專業醫療知識與經驗之人員。 

5. 政府機關等行政單位：標竿人物可能泛指政府機關首長、立委代表、市長、

縣長等有領導、決策與解決問題之人員。 

6. 法院等司法單位：標竿人物可能泛指法院之大法官、主檢察官、大法醫、主

辨律師、警察局長等有法規判斷能力之人員。 

 

因此，「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可區分「代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模組與

「學習者學習方向推斷」模組（此方法論之模式架構圖如圖 3所示。）。其中，「代

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模組乃包含由目標文件中擷取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之「具學

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與將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結構化為制式學習履歷之「具學

習履歷觀念文句結構化」等兩階段；「學習者學習方向推斷」模組乃包含取得與學

習者未來學習目標具有高相似度學習履歷之「高相似度學習履歷取得」與判斷學

習者未來學習方向與學習內容之「學習者未來學習內容判斷」等兩階段。故以下

將介紹代表性學習履歷之解析過程與結果以及此方法論之細節步驟。 

 

圖 3 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模式圖 

 

一一一一、、、、    學習履歷解析學習履歷解析學習履歷解析學習履歷解析 

為協助學習者有效瞭解標竿人物之學習履歷（即代表性學習履歷），本研究乃

蒐集並分析與代表性學習履歷相關之內容，以釐清可精確、完整表達學習履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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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而於學習履歷相關資料之蒐集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傳記、雜誌或報導之訪

談專題中常包含與學習觀念相關之資訊，故本研究乃針對此類型之文件進行解

析，以釐清可完整表達學習履歷之細項內容、以及此些文件中所含與學習履歷觀

念相關之語彙。而本研究所釐清之學習履歷表達內容主要可分為學習身份、學習

動機、學習行為、學習內容、學習環境、學習成果等六大項目，以下即分別說明

各學習履歷內容項目之意義、以及本研究所制定學習履歷之各表達細項。 

（（（（一一一一））））    學習身份（包括學習地位、專業領域）： 

1. 學習地位：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時之職位、職稱、社會階級。 

2. 專業領域：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時之專長、專業能力。 

（（（（二二二二））））    學習動機（即學習目的）：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之訴求。 

（（（（三三三三））））    學習行為（包含學習動作、學習程度）： 

1. 學習動作：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之舉動。 

2. 學習程度：表示學習者執行學習行為之深度、專注度或是學習者投

入之專注力。 

（（（（四四四四））））    學習內容（包含學習素材、學習性質）： 

1. 學習素材：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時所採用之題材、材料。 

2. 學習性質：表示學習者所選擇之學習素材所對應的學習領域。 

（（（（五五五五））））    學習環境（包含學習地點、學習期間、學習起始時間、學習終止時間、學

習角色、學習夥伴）： 

1. 學習地點：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之場合。 

2. 學習期間：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之時期。 

3. 學習起始時間：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之開始時間。 

4. 學習終止時間：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之結束時間。 

5. 學習角色：表示提供學習者學習素材之人物或角色。 

6. 學習夥伴：表示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中之所涉及之其他相關人物。 

（（（（六六六六））））    學習成果：指學習者從事學習行為之效果相較於學習目的之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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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內容，本研究所定義之制式化學習履歷分別為學習身份（含學習地

位、專業領域）、學習動機、學習行為（含學習動作、學習程度）、學習內容（含

學習素材、學習性質）、學習環境（含學習地點、學習期間、學習起始時間、學習

終止時間、學習角色、學習夥伴）及學習成果等細項，而本研究即根據此制式化

學習履歷設計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以及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結構化所需之「學習

履歷語彙庫」。而此「學習履歷語彙庫」與制式化學習履歷即為本研究發展「個人

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之基礎，以讓本方法論所推論之學習方向結論可以完整、

具條理之方式呈現，進而協助學習者有效獲得適合之代表性學習履歷。 

 

二二二二、、、、    代表性學習履代表性學習履代表性學習履代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歷擷取歷擷取歷擷取 

「代表性學習履歷擷取」模組之主要目的乃為擷取自由表達型式之目標文件

中具有學習履歷觀念之文句，並將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結構化為本研究所發展之制

式學習履歷，以作為比對代表性學習履歷學習目標與個人未來學習目標之基礎。 

 

（（（（一一一一））））    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階段 

本階段乃透過「目標文件斷句」步驟使用結尾用之標點符號先將自由形式目

標文件之各段落進行斷句，以取得目標文件中之多個目標文句；之後，經由「具

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取得」步驟判斷各目標文句是否具有學習履歷觀念，且將具有

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彙整為一學習履歷觀念文句集合，以作為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結

構化之基礎。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所示： 

 



 ⊂⊂∃⊂∃

=
                                                                   Otherwise  0,

)LDm  and  LDgv (or    )LDlv ( If  1,
)Judge(LD

tgtrtv

t  (1) 

 

（（（（二二二二））））    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結構化階段 

取得具有學習履歷觀念之文句後，本階段乃以具有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為對

象，透過「比對學習履歷語彙庫語彙」之步驟將學習履歷語彙庫之語彙分別與具

有學習履歷觀念文句進行比對，以取得文句中所對應之專業領域、學習動機、學

習動作、學習程度、學習素材、學習性質、學習地點、學習期間、學習成果等九

項表達細項；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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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therwise     NULL,

 )LSf ( If           ,f
)F(LS

itt

i  (2) 

 ⊂∃

=
            Otherwise       NULL,

)LSmot ( If          ,mot
)Mot(LS

iuu

i

 

(3) 



 ⊂∃⊂∃

=
                                   Otherwise         NULL,

)LSgv (or  )LSlv ( If    ,gvor  lv
)Verb(LS

irivrv

i
 (4) 



 ⊂∃

=
         Otherwise     NULL,

 )LSd ( If           ,d
)D(LS

icc

i  (5) 



 ⊂∃

=
         Otherwise     NULL,

 )LSm ( If           ,m
)M(LS

igg

i  (6) 


 ⊂∃

=
           Otherwise    NULL,

 )LSsub ( If       ,sub
)Sub(LS

ijj

i  (7) 



 ⊂∃

=
         Otherwise     NULL,

 )LSl ( If           ,l
)L(LS

ikk

i  (8) 


 ⊂∃

=
         Otherwise     NULL,

 )LS tp( If           ,tp
)Per(LS

ill

i  (9) 



 ⊂∃

=
         Otherwise     NULL,

 )LSr ( If           ,r
)R(LS

izz

i  (10) 

之後，經由「取得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所含之地位語彙」之步驟逐一比對學

習履歷語彙庫中地位語彙集合之各語彙與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之內容，以取得文

句中所含之地位語彙；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iyiy DS_Sets THEN LSs IF ∈⊂  (11) 

 iwiw DR_Setrol THEN LSrol IF ∈⊂
 (12) 

 ixix DP_Setp THEN LSp IF ∈⊂
 (13) 

再以學習履歷語彙庫之「連結角色語彙集合」與「連結夥伴語彙集合」為基

礎，經由「判定地位語彙所代表之表達細項」之步驟判定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中

所含之「地位語彙」所代表之表達細項為學習地位、學習角色或學習夥伴；對應

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ijiikikiiji DS)Rol(LS THEN )Num(DR)DR,ML(LS-)DS,ML(LS  IF ==∃  (14) 

ijiimimiiji DS)P(LS THEN )Num(DP)DP,ML(LS-)DS,ML(LS  IF ==∃  (15) 

ijiimimiiji

ikikiiji

DS)S(LS THEN )Num(DP)DP,ML(LS-)DS,ML(LS  AND

  )Num(DR)DR,ML(LS-)DS,ML(LS  IF

=≠∃

≠∃
 (16) 

另外，根據「時間語彙」之表達方式，經由「取得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所含

之時間語彙」之步驟，逐一比對學習履歷語彙庫中紀元語彙集合、特定時段語彙

集合、數字語彙集合、時間單位語彙集合、「起始時間關係語彙、終止時間關係語

彙之各語彙與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之內容，再判斷具有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中之「時

間單元」，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ipip DE_Sete THEN LSe IF ∈⊂  (17) iqiq DTZ_Set tzTHEN LS tzIF ∈⊂  (18) 

isis DN_Setn THEN LSn IF ∈⊂  (19) ioio DTU_Set tuTHEN LS tuIF ∈⊂  (20) 

imim DST_Setstt THEN LSstt IF ∈⊂  (21) inin DET_Setett THEN LSett IF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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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中之「時間單元」後，即判斷具有學習履歷觀念文

句中之「時間語彙」，以取得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中所含之時間語彙；對應之數學

運算式如下： 

iidiciaicidiici

iaiaiici

DU_SetDTU ,DN ,{DE THEN  )Num(DN)DTU,ML(LS-)DN,ML(LS  AND

 )Num(DE)DE,ML(LS-)DN,ML(LS  IF

∈}=∃

=∃
 (23) 

iidicibicidiici

ibibiici

DU_SetDTU ,DN ,{DTZ THEN )Num(DN)DTU,ML(LS-)DN,ML(LS  AND

 )Num(DTZ)DTZ,ML(LS-)DN,ML(LS  IF

∈}=∃

=∃
 (24) 

iidiciaiaiici

ibibiici

icidiici

DU_SetDTU ,{DN THEN )Num(DE)DE,ML(LS-)DN,ML(LS  AND

 )Num(DTZ)DTZ,ML(LS-)DN,ML(LS  AND 

)Num(DN)DTU,ML(LS-)DN,ML(LS  IF

∈}≠∃

≠∃

=∃

 (25) 

再以學習履歷語彙庫之「起始時間關係語彙集合」與「終止時間關係語彙集

合」為基礎，藉由「判定時間語彙所代表之表達細項」之步驟界定「時間語彙」

所代表之表達細項為學習起始時間或學習終止時間；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iriititiiri DT)ST(LS THEN )Num(DST)DST,ML(LS-)DT,ML(LS  IF ==∃  (26) 

 iriiuiuiiri DT)ET(LS THEN )Num(DET)DET,ML(LS-)DT,ML(LS  IF ==∃
 (27) 

最後，透過「建制結構化之學習履歷」步驟將自由型式表達之學習履歷轉化

為結構化之學習履歷；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R(LS),P(LS),Rol(LS),ET(LS),ST(LS ),Per(LS            

),L(LS),Sub(LS),M(LS),D(LS),Verb(LS),Mot(LS),F(LS),{S(LSLR

iiiiii

iiiiiiiii =
 (28) 

 

三三三三、、、、    個人化學習方向推斷個人化學習方向推斷個人化學習方向推斷個人化學習方向推斷 

「學習者學習方向推斷」模組之主要目的乃推論代表性學習履歷學習目標與

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之相似度，以釐清與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具有高相似度之代

表性學習履歷；再推論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具有高相似度學習履歷之差異，並

依據此差異提供學習者未來學習方向與學習內容之建議。 

 

（（（（一一一一））））    高相似度學習履歷取得階段 

為能根據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決定學習者未來學習方向與學習內容，本階段

乃先經由「取得學習者學習目標」步驟取得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對應之「地位」、

「領域」、「動機」、「類型」等項目；接著，以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為對象，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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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代表性學習履歷學習目標與學習者學習目標」步驟分別比對代表性學習履

歷之「學習地位」、「專業領域」、「學習動機」、「學習性質」等表達細項與學習者

未來學習目標之「地位」、「領域」、「動機」、「類型」等項目，以判斷代表性學習

履歷學習目標所對應之各表達細項是否吻合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之對應項目；對

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

=
                                                                       OTHERWISE  0,

Sta)S(LS AND NULLSta AND NULL)S(LS IF  1,
MK

TiTi

i,1  (29) 

 


 =≠≠

=
                                                                        OTHERWISE  0,

Fie)F(LS AND NULLFie AND NULL)F(LS IF  1,
MK

TiTi

i,2  (30) 

 


 =≠≠

=
                                                                                     OTHERWISE  0,

Mot)Mot(LS AND NULLMot AND NULL)Mot(LS IF  1,
MK

TiTi

i,3  (31) 

 


 =≠≠

=
                                                                                  OTHERWISE  0,

Sub)Sub(LS AND NULLSub AND NULL)Sub(LS IF  1,
MK

TiTi

i,4  (32) 

之後，以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項目之權重值為基礎，經由「計算代表性學習

履歷學習目標與學習者學習目標之相似度」步驟取得代表性學習履歷學習目標與

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之相似度；對應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
=

×=

4

1j

ji,ji )MK(SW)Sim(LR  (33) 

最後，藉由「推論與學習者學習目標具高相似度之代表性學習履歷」步驟將

代表性學習履歷學習目標與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之相似度值與一預設門檻值進行

比較，以篩選與學習者未來學習目標具有高相似度之代表性學習履歷；對應之數

學運算式如下： 

 SLR_SetLR THEN Sim_sup )Sim(LR IF ii ∈>  (34) 

 

（（（（二二二二））））    高相似度學習履歷取得階段 

本階段乃先透過「取得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步驟取得學習者過去各學習履

歷之學十四項表達細項；再以學習者過去之學習履歷為對象，經由「取得學習者

過去之學習內容」步驟取得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所對應之學習素材與學習性質等

學習內容；之後，透過「比對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學習內容與具高相似度代表性

學習履歷學習內容之差異」步驟，依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具高相似度代表性學

習履歷之差異，判斷具高相似度代表性學習履歷中學習者尚未學習之內容；對應

之數學運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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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ON_SetS ,S ,S ,S ,S ,S ,S ,S ,S ,S ,{S  OTHERWISE

NCON_SetS ,S ,S ,S ,S ,S ,S ,S ,S ,S ,{S  THEN

 )S,(S)H,(H     )H,(H   IF

i,14i,13i,12i,11i,10i,9i,8i,7i,6i,5i,4

i,14i,13i,12i,11i,10i,9i,8i,7i,6i,5i,4

i,7i,6k,7k,6k,7k,6

∈}

∉}

=∋∃

 (35) 

再經由「推論具高相似度代表性學習履歷中學習者未學習內容之參考價值」

步驟取得這些學習者未學習內容對學習者未來學習方向之參考價值；對應之數學

運算式如下： 

∑
=

d all

d

t
t

)TypeNCON_Set,Frequency(

)TypeNCON_Set,Frequency(
)Type,V(NCON_Set

 
(36) ∑

=

a all

aj,t,jt,

bj,t,jt,

bj,t,jt,
)C,C_SetFrequency(

)C,C_SetFrequency(
)C,V(C_Set

 

(37) 

最後，透過「判斷高參考價值之具高相似度代表性學習履歷予學習者」步驟

乃以學習性質為對象，針對學習性質對應之所有學習素材、學習方式、學習環境、

學習成果等內容的相對頻率由大至小排序，以提供學習者未來學習方向與學習內

容之建議。 

 

肆肆肆肆、、、、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為協助學習者有效獲得未來學習之相關建議，本研究將此「個人化學習建議

系統」建構於網際網路之環境下，以讓學習者可藉由一般瀏覽器（如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等）進入本系統，並可使用本系統所提供之各項功能。

本系統包括「代表性學習履歷管理模組」、「個人化學習資訊管理模組」、「個人化

學習建議推論模組」及「系統參數維護模組」等四大模組。本系統之運作架構如

圖 4所示。 

 
 

圖 4 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 5 使用者查詢學習內容之顯示畫面 

由圖 4 可知，一般使用者與系統使用者可透過「代表性學習履歷管理模組」

上傳與查詢代表性學習履歷文件中所含之具有學習履歷觀念文句與制式化學習履

歷（如圖 4 之一般使用者(A)與系統管理者(B)），並可經由「個人學習資訊管理模

組」匯入過去學習履歷與設定未來學習目標，再藉由「個人化學習建議推論模組」

查詢未來學習之相關建議（如圖 4 之一般使用者(C)與系統管理者(D)），而系統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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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習建議顯示於系統畫面（如圖 5所示）；此外，系統管理者尚可透過「系統參

數維護模組」設定學習目標之權重值與學習履歷相似度之門檻值（如圖 4 之系統

管理者(E)）。 

 

伍伍伍伍、、、、系統實作與驗證分析系統實作與驗證分析系統實作與驗證分析系統實作與驗證分析 

本研究乃以 Cheer雜誌報導、天下雜誌報導及人物傳記中之人物訪談內容與個

人學習歷程作為探討對象，以進行系統功能驗證。而本研究所規劃之系統驗證可

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乃測試制式學習履歷擷取以及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之績

效，以瞭解系統擷取制式學習履歷、推論學習者學習建議之能力。第一階段之系

統驗證可細分為三項課題，第一項課題乃以測試文件測試系統進行「具學習履歷

觀念文句擷取」之績效，以瞭解系統自傳記、雜誌或訪談專題等自由型式之文件

中擷取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之正確性；第二項系統驗證課題則以測試文句測試系

統進行「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之績效，以瞭解系統將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轉化

為結構化學習履歷之效能；第三課題乃測試系統進行「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之

績效，以瞭解系統推論學習者學習建議之準確性。而第二階段系統驗證則以五個

週期之不同訓練資料量進行測試，以瞭解不同訓練資料量下系統績效之變化趨

勢，並推斷系統是否具備學習能力。 

一一一一、、、、    系統驗證方式系統驗證方式系統驗證方式系統驗證方式 

本研究所規劃之系統驗證作法乃先由搜尋之 40份與學習履歷觀念相關之文件

中隨機選取 10 份測試用文件，再由 10 份測試文件中每份隨機挑選 3 句測試用目

標文句，以作為系統驗證時之測試文句。 

於第一階段之系統驗證中，本研究由先前取得之 100 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

文句中隨機選取 20 句作為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並將此 20 句訓練用學習履

歷觀念文句所包含之學習履歷相關語彙匯入系統資料庫中，以作為第一階段系統

驗證之基礎資料。系統驗證第一階段可區分為三項課題，第一項課題乃利用前述

所選取之 30句測試用文句測試系統進行「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之結果，並

比較測試結果與知識專家判定結果之差異，以瞭解系統進行「具學習履歷觀念文

句擷取」任務之正確性。第二項課題則利用前述所選取之 30句測試用目標文句中

選取 10句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作為測試用之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以測試系統進行「結

構化學習履歷建制」任務之結果，並分析系統進行「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之正

確性。而第三項課題乃先利用奇摩知識家搜尋五個常被搜尋之學習目標，以作為

本研究驗證時所使用之測試用學習目標，再將此五個學習目標輸入於系統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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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系統執行「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功能後所得之學習建議推論結果；之後，

比較系統推論結果（即學習建議）與理想推論結果，以分析系統進行「學習者學

習建議推論」之準確性。 

第一階段系統測試完成後，即進行第二階段之系統驗證。系統驗證之第二階

段乃可區分為五個週期，而於各週期中固定增加 20句之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

（即各週期對應之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依序為 20 句、40 句、60 句、80

句與 100句），並以前述之 10份測試文件（即 30 句測試用目標文句）與 10句測

試用之學習履歷觀念文句重複進行系統績效測試，以瞭解不同訓練資料量下系統

績效之變化趨勢，並分析「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是否具備學習能力。 

二二二二、、、、    系統驗證結果分析系統驗證結果分析系統驗證結果分析系統驗證結果分析 

（一） 第一階段驗證結果分析 

於第一階段系統驗證中，本研究先由 40份與學習履歷觀念相關之文件（共包

含 100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中隨機選取 20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

並將此 20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所包含之學習履歷相關語彙逐一匯入系統後

端資料庫中，以作為第一階段驗證之基礎訓練資料。以下即針對各項指標說明系

統驗證過程，並分析系統驗證之結果。 

1. 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指標（10份測試文件、30句測試文句） 

在 20句訓練資料之基礎下，系統針對 10份文件中 30句執行具學習履歷觀念

文句擷取之平均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率為 71.67%（標準差為 0.3429），而

平均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準確率為 90.00%（標準差為 0.3162）；其中，目標文

句之推論結果與目標文句之理想結果完全符合之文件共 5 份，佔為總測試文件之

50.00%。而驗證結果之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率與準確率的分佈趨勢如圖 6

與圖 7 所示。整體而言，此階段中，系統之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率的分

佈趨勢趨於三極化，而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準確率之分佈趨勢則大多趨向高

水準，即表示在本階段中，大多數之目標文句經本系統判斷是否具有學習履歷觀

念後，可獲得準確之判斷結果。 

  
圖 6 第一階段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

句召回率之分佈趨勢 

圖 7 第一階段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

句準確率之分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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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指標（10份測試文件、10句測試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 

在 20 句訓練資料之基礎下，系統針對 10 句測試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執行結

構化學習履歷建制之平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為 37.45%（標準差為

0.2811），而平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率為 66.67%（標準差為 0.3909）。

其中，理想學習履歷表達細項與推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相符之文句共 0 份。而驗

證結果之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與項準確率的分佈趨勢如圖 8 與圖 9 所

示。整體而言，於此階段中，系統之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於中水準、

低水準所佔的比例較高，而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率於高水準所佔的比例

則較高；因此，由此可知，在本階段中訓練資料量有限之情況下，系統將具學習

履歷觀念文句轉化為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之能力仍不甚佳。 

  
圖 8 第一階段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

項召回率之分佈趨勢 

圖 9 第一階段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

項準確率之分佈趨勢 

3. 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指標（5個測試用學習目標） 

在 20句訓練資料之基礎下，系統依據 5個測試用學習目標執行學習者學習建

議推論之平均學習建議召回率為 26.19%（標準差為 0.2265），而平均學習建議準確

率為 75.00%（標準差為 0.4330）；其中，學習目標對應之理想學習建議與系統依據

學習目標所推論之學習建議相符所對應的學習目標共 0 個。而驗證結果之學習建

議召回率與準確率的分佈趨勢如圖 10 與圖 11 所示。整體而言，於此階段中，系

統之學習建議召回率於中水準、低水準所佔的比例較高，而學習建議準確率於高

水準所佔的比例則較高；因此，由此可知，在本階段中訓練資料量有限之情況下，

系統依據學習目標推論學習建議之能力仍不甚佳。 

  
圖 10 第一階段學習建議召回率之分佈

趨勢 

圖 11 第一階段學習建議準確率之分

佈趨勢 

（二） 第二階段驗證結果分析 

第二階段系統驗證之作法乃以第一階段驗證中之 20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

句為基礎，將剩餘之 80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再分為四個週期依序匯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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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之資料庫中，並以第一階段驗證時所選取之 10 份測試用文件（即 30 句測試

用目標文句）、10句測試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及 5個測試用學習目標重新進行系

統績效測試，以瞭解系統於不同訓練語彙數量基礎下進行「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

擷取」、「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及「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之績效變化趨勢，進

而分析「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是否具備學習能力。以下乃針對「具學習履歷觀

念文句擷取」、「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及「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之各項指標說

明系統第二階段各週期（即第二週期至第五週期）驗證過程，並分析系統各週期

之驗證結果。 

1. 第二階段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指標之驗證結果 

此階段中各週期驗證「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之相關結果可整理如表 1，

而各驗證週期「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性能之績效分佈趨勢如圖 12所示。由

表 1可知，以每週期增加 20句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為單位，平均每週期判

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7.08%；而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

文句準確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2.50%，故可知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能力良

好，且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性能具學習能力。 

表 1 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指標績效彙整 

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 

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擷取擷取擷取 第一週期第一週期第一週期第一週期 

20 句句句句 

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第二週期 

40 句句句句 

第三週期第三週期第三週期第三週期 

60 句句句句 

第四週期第四週期第四週期第四週期 

80 句句句句 

第五週期第五週期第五週期第五週期 

100 句句句句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71.67% 80.00% 91.67% 96.67% 100.00% 88.00%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8.33% 11.67% 5.00% 3.33% 7.08% 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0.3429 0.3496 0.1800 0.1054 0.0000 0.1956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90.00% 90.00% 100.00% 100.00% 100.00% 96.00%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0.00% 10.00% 0.00% 0.00% 2.50% 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0.3162 0.3162 0.0000 0.0000 0.0000 0.1265 

 

圖 12 各驗證週期「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擷取」性能之績效分佈趨勢 

2. 第二階段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指標之驗證結果 

此階段中各週期驗證「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之相關結果可整理如表 2，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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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週期「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性能之績效分佈趨勢如圖 13所示。由表 2可知，

以每週期增加 20句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為單位，平均每週期結構化學習履

歷表達細項召回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13.67%；而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

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7.33%，故可知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能力良好，且結構化學

習履歷建制性能具學習能力。 

表 2 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指標績效彙整 

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 

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 第一週期第一週期第一週期第一週期 

20 句句句句 

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第二週期 

40 句句句句 

第三週期第三週期第三週期第三週期 

60 句句句句 

第四週期第四週期第四週期第四週期 

80 句句句句 

第五週期第五週期第五週期第五週期 

100 句句句句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37.45% 51.34% 73.84% 90.11% 92.11% 68.97%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13.89% 22.50% 16.27% 2.00% 13.67% 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0.2811 0.3270 0.3043 0.1311 0.0883 0.2264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66.67% 68.33% 91.67% 95.50% 96.00% 83.63%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1.66% 23.34% 3.83% 0.50% 7.33% 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0.3909 0.3063 0.1361 0.0956 0.0843 0.2026 

 

圖 13 各驗證週期「結構化學習履歷建制」性能之績效分佈趨勢 

3. 第二階段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之驗證結果 

此階段中各週期驗證「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之相關結果可整理如表 3，而各

驗證週期「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性能之績效分佈趨勢如圖 14所示。 

表 3 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指標績效彙整 

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各週期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數量 

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 第一週期第一週期第一週期第一週期 

20 句句句句 

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第二週期 

40 句句句句 

第三週期第三週期第三週期第三週期 

60 句句句句 

第四週期第四週期第四週期第四週期 

80 句句句句 

第五週期第五週期第五週期第五週期 

100 句句句句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26.19% 54.40% 65.60% 83.45% 89.29% 63.79%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28.21% 11.20% 17.85% 5.84% 15.78% 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0.2265 0.0985 0.0655 0.1125 0.1178 0.1242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75.00% 96.00% 96.00% 96.67% 97.14% 92.16%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 21.00% 0.00% 0.67% 0.47% 5.54% 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準確率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0.4330 0.0894 0.0894 0.0745 0.0639 0.1500 

由表 3可知，以每週期增加 20句訓練用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為單位，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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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學習建議召回率之整體平均成長率為 15.78%；而學習建議準確率之整體平均

成長率為 5.54%，故可知系統依據學習目標推論學習者學習建議之能力良好，且學

習者學習建議推論性能具學習能力。 

 

圖 14 各驗證週期「學習者學習建議推論」性能之績效分佈趨勢 

（三） 驗證結果整體分析 

綜合兩階段之驗證成效後，可將各項驗證指標之相關結果整理如表 4。 

表 4 各項驗證指標成長率之彙整表 

驗證指標驗證指標驗證指標驗證指標 整體平均值整體平均值整體平均值整體平均值 收斂週期收斂週期收斂週期收斂週期 
收斂前每週期收斂前每週期收斂前每週期收斂前每週期 

平均成長率平均成長率平均成長率平均成長率 

整體每週期整體每週期整體每週期整體每週期 

平均成長率平均成長率平均成長率平均成長率 

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召回率率率率 88.00% 第三週期 8.33% 7.08% 

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準確率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準確率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準確率判斷具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準確率 96.00% 第三週期 0.00% 2.50% 

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召回率 68.97% 第四週期 18.20% 13.67% 

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率結構化學習履歷表達細項準確率 83.63% 第三週期 1.66% 7.33% 

學習建議召回率學習建議召回率學習建議召回率學習建議召回率 63.79% 第四週期 11.20% 15.78% 

學習建議準確率學習建議準確率學習建議準確率學習建議準確率 92.16% 第二週期 0.00% 5.54% 

由表 4 可知，各項驗證指標之收斂前每週期平均成長率及整體每週期平均成

長率皆為正數，且各項驗證指標皆於五個週期內呈現收斂狀態，因此，以本研究

所選驗證個案（即「Cheer 雜誌」、「天下雜誌」、代表性人物自傳等代表性學習履

歷）為例，當本系統使用約 60 句至 80 句訓練用學習履歷觀念文句時，可讓系統

之各項推論績效提升至 80%以上的水準，故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可有效應用於學

習履歷及學習履歷相關語彙重複性較高之學習歷程文件，以有效分析代表性人物

之學習履歷，並準確地依據學習目標提供適合學習者未來之學習建議。 

 

陸陸陸陸、、、、結論與未來展望結論與未來展望結論與未來展望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乃先解析標竿人物之傳記、雜誌訪談或專題中所含學習履歷（即代表



 19 

性學習履歷），以瞭解可完整表達學習履歷之細項內容、以及與學習履歷觀念相關

之語彙，再以此些解析之結果為基礎，發展一套「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

以將自由表達形式之代表性學習履歷結構化為制式化之代表性學習履歷，並根據

學習者之學習目標推論學習者未來可效法之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最後，根據此

方法論建置一套「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以讓學習者可透過系統有效率地尋得適

合其未來學習之建議。以下將總結本研究所完成之工作與任務以及歸納本研究未

來可發展之議題與方向。 

 

一一一一、、、、    論文總結論文總結論文總結論文總結 

本研究乃依序完成「解析代表性學習履歷」、「發展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

論」、「建置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方法論與系統績效驗證」等四大工作與任務，

故本研究所提出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與「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可

有效將自由表達形式之學習履歷進行結構化，並依據學習者學習目標提供適合學

習者未來之學習方向，進而提高學習者之學習效能。以下即以「理論方法層面」、

「技術開發層面」與「實務應用層面」說明本研究之具體貢獻與成效。於「理論

方法層面」，本研究乃以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發展一套「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

方法論，此方法論乃依學習者過去學習履歷與未來學習目標，推論學習者未來之

學習方向；於「技術開發層面」，本研究乃以「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為基

礎，並以 JSP與MS SQL Server 2000等兩項系統開發工具建置一套「個人化學習

建議」系統；而於「實務應用層面」，本研究所建置之「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可

有效分析代表性人物之學習履歷，故此系統可應用於線上學習管理或線上教學管

理等任務。 

二二二二、、、、    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與「個人化學習建議」系統

於理論方法層面、技術開發層面與實務應用層面皆具有不錯之貢獻與成效。而將

本研究之研究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進行比較後，發現本研究尚有以下議題可深入

探討，以下乃歸納並說明此些議題： 

（一）（一）（一）（一）    本研究所提出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與「個人化學習建議」系

統除提供學習者未來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向外，未來尚可提供適合學習者之

學習教材、學習資訊之參考網站、學習輔助工具等，以協助學習者學習相

關之知識領域。 

（二）（二）（二）（二）    本研究所提出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與「個人化學習建議」系



 20 

統除學習者「欲達成之地位」、「欲進入之領域」、「明確之學習動機」、「感

興趣之主題類型」等學習目標外，未來更可考量其他類型之學習目標，以

協助學習者依學習目標取得更適合之學習方向。 

（三）（三）（三）（三）    本研究所提出之「個人化學習方向推論」方法論與「個人化學習建議」系

統未來可考量學習者過去學習效果不佳、學習失敗之經歷，針對此些經歷

進行分析，再以代表性學習履歷為基礎，根據前述分析結果推論學習者未

來改善之學習建議，以協助學習者解決學習失敗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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