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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LING 2012 圓滿結束 

由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及

本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十四屆自然語言與語音處

理研討會」已於 9 月 22 日假中壢市元智大學元

智五館彥公廳圓滿結束，本次會議專題演講部

分，分別邀請到 ACL 主席 Dr. Kenneth Church

及 Microsoft Research 首席研究員也是現任 IEEE 

Trans. Audio, Speech & Language Processing 期

刊主編 Dr. Li Deng。大會也規劃了一個「Research 

& Application of Speech & Language Technology 

for Orange Computing」的座談會，由大仁科技大

學校長王駿發教授主持，座談會成員包含：成功

大學資訊工程系吳宗憲教授、工研院資通所郭志

忠博士及國立成功大學陳柏煒博士。座談會融合

了學界與產業界的觀點，提供與會者對於 Orange 

Computing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時也開啟了語

音與語言處理技術一個全新的應用領域。參與此

次盛會的人士除了國內學者外，還包含來自世界

各地之學者─美國、加拿大、土耳其、印度、馬

來西亞、越南等十餘國，與會人數多達 200 人次。 

本次會議廣邀學界與產業界投稿、經嚴謹同

儕評審之審稿程序，共收錄了 15 篇口頭論文及

19 篇壁報論文。黃邦烜先生、郝柏翰先生、陳

冠宇先生及陳柏琳教授共同著作之「遞迴式類神

經網路語言模型應用額外資訊於語音辨識之研

究」獲最佳論文獎，於大會閉幕式中，獲頒獎金

伍仟元。會議論文及專題演講投影片皆已公開建

置在大會網站上。 

 專題演講投影片─點閱 

 會議論文檢索─點閱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圓滿結束 

本會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已於 9 月

21 日(星期五)假元智大學元智五館彥公廳舉行，

大會首先由許理事長聞廉報告過去一年來會務

工作概況，以及未來一年經營會務之方針；接著

由各工作小組、委員會及期刊總編輯進行年度工

作報告，隨後，提請通過兩個提案，分別為追認

一○○年度財務報表及追認一○一年度收支預

算書，最後，頒發本年度博碩士論文獎。大會內

容請詳見本刊第四頁─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https://sites.google.com/site/rocling12/
http://www.aclclp.org.tw/rocling/rocling_archive_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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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LING 2012 研討會剪影（1） 
 
 

大會主席─元智大學禹良治教授 大會主席─元智大學蔡宗翰教授 

  

 
專題演講─Dr. Kenneth Church 專題演講─Dr. Li Deng 

  

 
口頭論文報告 口頭論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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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LING 2012 研討會剪影（2） 

 

壁報論文 壁報論文 

  

 

座談會 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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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十三時十五分 

二、會議地點：桃園縣中壢市元智大學元智五館彥公廳 

三、出席人員：應出席 213 人，實際出席 109 人（親自出席 95 人，委託出席 14

名） 

四、缺席人數：104 人 

五、主席：許聞廉            記錄：黃琪 

六、主席致詞： 
 今年的 ACL 會議台灣大約有 10 多位學者參加，反觀中國大陸學者的參與非常

踴躍，ACL 的主席 Dr. Kenneth Church，也是今天的主講者，希望台灣學者多

參與 ACL，也應積極的參與「亞洲自然語言處理聯盟(AFNLP)」的活動，AFNLP
每年定期舉行 NLP 國際會議；今晚的理監事聯席會議將討論爭取在 AFNLP 成

立一個 Knowledge 及 Semantic 的 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希望大家支持這

個活動。 
 學會期刊（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編輯助理將與 JISE 之編輯群合併，以節省學

會人力開支，兩份刊物還是獨立發行。 
 中研院資訊所每年定期舉辦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今年學會即是與中研

院資訊所合作，邀請會議期間受邀來訪的 Dr. Kenneth Church 擔任 Rocling 專題

演講主講人，學會因此省下了一筆費用，所以希望往後 Rocling 在邀請專題演講

之主講人時，主辦單位可與中研院資訊所聯繫。 
 今年上半年中研院資訊所的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邀請到 Prof. Eduard 

Hovy，並與學會共同在 Prof. Hovy 來訪期間合辦一場 Workshop，日後學會可多

多利用這樣的機會，與中研院資訊所合作，以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七、 報告事項 

(一) 秘書處報告 
財務報告：截至 101/7/31 日止，經費收入 NT$1,291,175 元，經費支出 NT$825,965
元，結餘 NT$465,210 元，流動資產 NT$14,114,060 元。 

(二) 學術委員會報告(陳柏琳) 

1. 學術活動：自去年 Rocling 至目前為止，學會舉辦了三場研討會及協辦兩場

國際知名學者在中研院資訊所的講座，總參加人數多達 500 人。依照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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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今年 12 月在中研院資訊所舉辦資訊檢索研討會，歡迎踴躍參加。  

2. 獎助出席國際會議：今年共獎助兩位學生出席 ACL，兩位同學發表的是 Short 
paper；學會獎助的會議包含 ACL、ACM-SIGIR、ICASSP 及 COLING，希

望各位同學踴躍投稿及申請獎助。  

3. 博碩士論文獎申請：今年博碩士論文獎共收到 6 件博士論文及 8 件碩士論文

申請，今年收件期限延後一個月，本屆共頒發一位博士論文優等獎、兩位博

士論文佳作獎、一位碩士論文優等獎及三位碩士論文佳作獎，明年歡迎碩博

士畢業生踴躍申請。 

4. 今明兩天將決定明年 Rocling 的主辦單位，屆時歡迎各位師長及同學踴躍參

加及投稿。 

(三) 會員委員會報告（洪志偉） 
會員委會員主要工作之一是會員通訊專文徵稿，專文的主題只要是與語言或語

音相關之領域皆可投稿，專文的形式可為研究成果，或是新的文獻整理，與一

般論文投稿形式不同，目前稿源非常短缺，希望大家踴躍投稿，有興趣投稿者，

請將文稿寄給本人或學會秘書。 

(四) 資訊檢索組報告(盧文祥) 
本人今年是最後一年擔任此工作小組召集人，六年的任期中，若有不盡理想之

處，還望各位包涵。去年資訊檢索研討會稍微改變會議形式，會中除了邀請專

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另外增加邀請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之學生進行報告，

去年邀請了三位同學進行報告，成效不錯，參加人數稍有成長；今年的研討會

將延續此形式舉行，並將安排實驗室的研究報告，有興趣的同學，歡迎與本人

聯絡。 

(五) 口語處理組報告(廖元甫) 

1. 學術活動：本組每年定期籌畫語音訊號處理研討會，今年是由交通大學冀泰

石教授負責主辦，會議相當成功。明年主辦單位尚未決定，這兩日將徵求主

辦單位，希望被徵詢到老師不要推辭。 

2. 語音資料庫：口語小組今年並無收錄新的語料，在座各位老師若計畫收集語

料，並願意提供學會發行，口語小組將可提供錄音所需經費。 

3. 本人目前正在錄製「語音合成語料庫」，內容是中英夾雜的句子，待整理完

成後將授權學會發行。 

(六) 期刊出刊進度報告(曾元顯) 

1. 出刊報告：期刊一年出刊四期，分別在 3 月、6 月、9 月、12 月，截至目前

為止已編稿完畢至 2012 年 9 月，會員近日將會陸續收到去年及今年發行的

期刊，在此，特別感謝期刊總編輯之一的陳光華教授，將近兩年拖稿的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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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齊。 

2. 明年 6 月及 12 月兩期之特刊將分別由謝舒凱教授及曾淑娟博士負責，主題

為語料分析，歡迎踴躍投稿，詳細內容請參閱期刊網站。 

3. 期刊編委會：期刊編輯委員會每半年召開一次，針對審稿的時間，已達成共

識，收到稿件後儘可能在 6 週內完成；審稿意見方面，建議主編或審稿老師

多給作者正面的評語，並能提供具體修改意見，希望大家踴躍投稿。 

八、 討論提案 

提案 1 
案由：提請追認一○○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基

金收支表」。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業經第十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1/3/22)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案由：提請追認一○一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 
提案人：理事會 
說明：業經第十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0/9/8)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九、 頒獎-第十二屆博碩士論文獎 

十、 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http://www.aclclp.org.tw/journal/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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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剪影(1) 

 
主席致詞-許聞廉教授 頒獎-博士論文優等獎 

  
 

頒獎-博士論文佳作獎 頒獎-博士論文佳作獎 

  

 
頒獎-碩士論文優等獎 頒獎-碩士論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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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剪影(2) 

 
頒獎-碩士論文佳作獎 頒獎-碩士論文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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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中文寫作分級技術之發展  

張道行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 前言 

寫作測驗對語言教學、教育評量及心理計量等領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然而閱卷的困

難使得寫作測驗的實施規模與實施次數受到極大限制。舉例來說，測驗機構在舉行寫作測

驗時必須考量閱卷的速度、成本、評分者信度三個因素。首先，測驗機構與受試者都希望

能在施測後儘快取得測驗結果，然而由於傳統寫作測驗要加快閱卷速度只能增加評分者，

但增加評分者人數將大幅增加測驗成本，更何況評分者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及認證。再者，

要提高測驗的評分者信度，則必須增加每份試卷的評分者人數及提高評分者品質。然而兩

者都將導致測驗成本大幅增加。這些成本對經費有限的研究而言難以負荷，即使是商業測

驗，雖然可以轉嫁成本，但募集及訓練足夠數量的合格評分者還是相當困難的工作。因此

如何快速、有效、低成本進行閱卷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自動寫作分級(Automated Essay Scoring, AES)技術是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案。早在 1960
年 Page 即開始發展相關技術，但直到在 1990 年代初期，由於自然語言處理及資訊擷取技

術的蓬勃發展，才使得AES研究有長足進步，並在 2000年後陸續發表多個AES系統(Elliot, 
2001; Larkey & Croft, 2003; Shermis & Burstein, 2003; Valenti, Neri, & Cucchiarelli, 2003)。這

些系統至今仍不斷被改進並已廣泛使用於國際大型語文測驗、例如 GMAT、TOEFL、SAT
等。部分系統更進一步發展成可用以輔助學生學習寫作的系統，例如 ETS 的 Criterion 及

Vantage Learning 公司的 MY Access，國內也有部分大學於學生英文寫作教學課程使用。

而一些研究用的系統如 BETSY 等也協助教育行政單位成功進行學童寫作能力變化的評

估。這些應用證實了 AES 技術確實可行，在後續應用的可能性及重要性均不言可喻。 

雖然理想上我們希望 AES 系統能具有完全模擬人工閱卷的能力與品質，但事實上並

不是所有的需求都需要 AES 達到如此理想的境界，不同能力的 AES 系統能滿足不同層次

的需求。這些需求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當系統與人工分級的整體結果相當接近，就可

以應用在整體寫作能力分析上，例如分析國民教育學生的寫作能力趨勢變化。由於這類研

究樣本的量很大卻只需要整體的平均數據，因此可以容忍系統的少量錯誤。第二是能作為

需具有高評分者信度之測驗的分級輔助工具。例如目前與入學有關的寫作測驗，每份試卷

都安排至少兩名評分者評分，若兩者評分結果不同則再交由資深評分者複閱。合格的 AES
可以做為第三評分者，降低兩名評分者同時發生錯誤的可能，甚至更進一步取代其中一名

評分者以節省大量成本。第三是能提供寫作學習者自學的工具，能提供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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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外對華語文能力的日漸重視及大型寫作測驗的實施，自動化中文寫作分級也

已經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然而由於語言的差異性、對寫作評量設定的目標不同、以及在

相關基礎研究的質與量均有差距，直接使用現有的 AES 技術在中文寫作上將產生相當大

的困難。本文將介紹一個針對中文語言特性發展的 AES 技術。 

2. 國外 AES 研究回顧 

AES 研究可以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 1960-1980 年早期。1960 年 Page 發現文

章中某些統計特徵與作品等級具有極高的關連性，例如字數、段落數等。利用統計文章的

這些特徵得出的分級結果與人工具有相當高的相關性。因此利用文章長度、平均詞長、逗

號數量、介詞數量、非常用詞數量等特徵以多線性迴歸找出特徵的線性組合函數，提出名

為 Project Essay Grader (PEG)的分級系統，其系統分級結果與人工判斷結果達.78 相關。這

些特徵是透過統計結果間接推測作品的等級，並非直接偵測寫作中表現的能力，因此稱為

間接特徵(或表面特徵)。由於 PEG 只使用寫作的間接特徵，無法偵測寫作的內容、組織、

文法等直接特徵，這使得 PEG 無法應用在真實的測驗中，因為這些簡單的統計特徵很容

易被受試者掌握，進而寫出人工一眼即可判斷明顯不佳、系統卻給予高評價的作品，例如

完全不知所云、但字數及罕用字特別多的作品。 

AES 研究的第二時期是 1980-1990 中期。1980 年初期，McDonald 等人(1982)發表

Writer’s Workbench (WWB)的系統，主要功用為修正文章的拼字、措辭及可讀性。這開啟

了以判別寫作品質為基礎的研究方向。1990 年早期 AES 系統開始大量使用作品的語法及

語意特徵。由於這些特徵代表作者展現的寫作能力的一部分，因此稱為直接特徵(或內在

特徵)。例如 Page (1994)為了提高系統的效能，改採用句子完備性等特徵做為評分依據。

Burstein 等人(1998)利用文法分析、詞彙內容分析等工具找出語法正確性、主題符合度、

意見組織等寫作的直接特徵，並使用 Vector Space Model 處理這些特徵值,。Landauer 及
Dumais (2000)除了使用間接特徵與文法特徵外，還利用作品與樣本詞彙的潛在語意關係

(LSA)來推論兩份寫作間的語意關係，並提出以此語意特徵為核心的 AES 系統 IEA。 

AES 研究的第三時期是 1990 後期迄今。由於 AES 技術已經廣泛應用，研究者將目標

轉向發掘更多的語意特徵、例如 Attali & Burstein (2006)在 e-rater 的第二版使用更多的語

意特徵提高系統的有效性及信度，該文也探討如何提供資訊回饋給受試者，甚至與受試者

進行互動教學。這些研究目前仍在持續進行。 

雖然 AES 研究在英語的發展有長足進步，但因為幾個主要的困難使得應用在中文上

效能不佳。第一、現有的 AES 系統採用許多與語法結構相關的特徵，例如句型、文法、

邏輯性等。由於英語已經有效能相當好的文法剖析器，因此可以擷取這些特徵並進一步分

析這些特徵與等級的相關性。然而雖然目前已經有些中文文法剖析工具(例如 Standford 
parser)可供使用，然而對中文 AES 的需求而言現有工具的效能仍然不足。第二、中文在

文字處理上遭遇比較多的困難。中文需要進行斷詞處理，且中文在未知詞擷取及詞性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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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性要達到與英文同樣水準也不大容易。這些前處理工作所造成的錯誤會影響下一個

分析階段的正確性，因此導致特徵擷取的準確性較差，進而影響分級正確性。第三、中文

句子的定義及標點符號的使用較為模糊，這使得以句子為單位的特徵擷取方法使用於中文

會產生相當大的困難。 

3. 中文 AES 的發展現況 

目前大多數 AES 的系統架構都是以特徵擷取作為基礎，以一個機器學習的方法整合

這些特徵值，並進一步學習特徵與人工結果間的關連性，用以預測新作品的等級。現有

AES 系統間不同之處在於特徵種類、擷取方法以及預測模型的設計都各不相同。中文 AES
也可採用類似架構，圖 1 說明一個同樣採用特徵為本之中文 AES 系統的架構。 

Organization

Figure-of-
speech

Topics

Surface

Feature Value
 Discretization  

Unknown Word
Extraction

Word
Segmentation

Part-of-Speech
Tagging

Preprocessing Feature Extraction

Prediction

Documents

Sentence 
Structure

Feedback Comment

Score

Machine Learning

Feature Value
 Discretization  

Feature Value
 Discretization  

Feature Value
 Discretization  

Feature Value
 Discretization  

圖 1 特徵為本之中文 AES 的基本架構 

 

到目前為止，中文 AES 的研究多集中在圖 1 架構中個別問題的討論，例如某一特徵

的擷取方式、較適合的預測模型設計等等。而能整合圖 1 中大多數模組進行實際分級、並

經由大量資料驗證的系統，是由台灣師大心測中心、交通大學及高雄應用科大所共同發展

出的ACES (Automatic Chinese Essay Scoring)系統。本文接下來將介紹ACES的運作原理。

其中前處理部分為自然語言處理領域長期關注且已有卓越研究成果與工具的研究題目，

ACES 也是應用這些研究成果及工具進行前處理，因篇幅限制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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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特徵擷取 

目前的 ACES 系統只使用三類直接特徵：取材、修辭與結構。而文法特徵如先前所述，

由於目前尚無較適合用於寫作分析的文法剖析工具，故尚未納入文法特徵。這些特徵的使

用方式主要可分為鑑別法與比對法。鑑別法是指若某現象在高等級作品經常出現而很少在

低等級作品出現，那麼偵測這個現象出現與否就能推測作品等級的可能性。例如在「下課

十分鐘」為題的寫作中可以發現「植物」這個概念只會在高等級作品中被提及，卻很少出

現在低等級作品，這樣的概念會用不同的詞彙出現，例如紅花、大樹、小草都屬於植物，

但將這些詞彙透過知網(HowNet)轉換為語意類別（或稱為義原）後，都屬於「植物」這個

類別，因此我們稱「植物」為這個題目的鑑別義原。這個現象的發生可能是因為高等級作

品作者較有能力觀察到且使用鑑別義原描寫特定取材。ACES 便使用鑑別義原出現情形估

計該篇作品在各等級的機率值(Chang et al., 2009)。 

修辭特徵也有類似的現象。表 1 為先前的研究(Chang, Lee & Chang, 2006)的發現，顯

示語料中寫作各等級分布比例、以及該語料中有出現譬喻及排比之子集合其各等級分布比

例。很明顯地，有出現譬喻與排比的作品比起其他作品有更高比例屬於高等級作品。因此

ACES 使用數條規則來判斷作品中是否具有譬喻與排比修辭格，若出現則推測該作品有較

高的機率是高等級作品。 

表 1 所有寫作與出現修辭格之寫作在等級分布比例的差異 

                        低等級群 高等級群 

1 2 3 4 5 6 

所有作品 0.07 0.19 0.31 0.30 0.13 0.01 

出現譬喻作品 0.03 0.15 0.28 0.35 0.19 0.01 

出現排比作品 0.03 0.10 0.22 0.47 0.16 0.03 

 

對於結構特徵，ACES 則是採用比對類似結構方式決定等級，也就是某篇作品的結構

類似於高等級作品，則該作品傾向高等級的機率較高。而對結構的擷取方法，ACES 則是

提出一個稱為 C-L 結構的概念，也就是寫作中的結構可分為段落內與段落間的概念連結關

係，連結的順序表示作者鋪陳段落或篇章的手法。若有分屬不同作品的兩個段落其內部概

念連結順序相似，則表示兩個作者對一個段落次主題有類似的表達方式；若兩篇寫作其段

落間的概念連結順序很相似，則表示兩位作者對題目的看法有類似的表達方式。因此

ACES 發展出一個比對 C-L 結構相似性的方法，將待分級寫作與已知等級的語料庫中寫作

比對結構相似性，並經由比對結果給定結構面向的各等級機率值。詳細作法可參考 Chang 
& Lee (2009)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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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預測模型 

對於一篇作品，經由上述步驟後可得該作品在各特徵所得之各等級機率值。ACES 使

用 multi-variate Bernoulli model (MBM)整合不同特徵所得之不同等級機率值，並成為預測

模型。傳統 MBM 模型定義如下: 

1
( | ) ( | ) (1 )(1 ( | ))

V
i j it t j it t j

t
P d c B P w c B P w c

=

 = + − − ∏  

其中 id  表示待分級寫作 i; jc 表示等級 j; {0,1}itB ∈ ，表示第 t 個特徵是否出現在寫作

i; V 表示特徵的數量; ( | )t jP w c 表示特徵 tw 出現在等級為 jc 之作品的機率值; 而

( | )t jP w c 可被定義如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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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D  是訓練語料中等級 jc 的作品數量; J 則是一個常數項。 

ACES 即是使用改良自上述 MBM 模型的修正模型計算待分級作品在每個等級的機率

值，並取最高者作為該作品的預測等級。 

4. 效能分析 

本文使用兩個題目分別為「可貴的合作經驗」與「用餐時刻」的寫作語料集分析 ACES
效能。這些寫作都是台灣九年級學生的作品。寫作集「可貴的合作經驗」包含 1,200 篇短

文寫作，並採取六等級制。此寫作集由大量已分級寫作中，隨機挑選各等級 200 篇寫作，

並且每篇寫作均由二位合格閱卷者給予相同等級。寫作集「用餐時刻」包含 1,104 篇短文

寫作，亦採取六級分制。該寫作集由大量未評分文件中隨機選出 2,000 篇作品，再經由二

位閱卷者進行評閱，並從中保留二位閱卷者給予相同分數的作品。此寫作集的等級組成接

近全體學生的能力分佈，各等級所佔有的篇數為一級 17 篇、二級 39 篇、三級 202 篇、四

級 519 篇、五級 257 篇以及六級 70 篇等不均勻的分布。 

為了比較效能，我們定義 Accuracy rate (AR)、Exact rate (ER)、Average accuracy rate 
(AAR)以及 Average exact rate (AER) 四個指標。Accuracy rate 與 Exact rate 分別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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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表示等級範圍，在此 n 值為 6； i 代表人工判斷等級且 j 代表 ACES 預測等級；

表示人工判斷等級為 i 且 ACES 預測等級為 j 的作品篇數； 代表允許一級誤差之作

品篇數，而 代表預測與人工等級完全相同之作品篇數。 

由於 AR 與 ER 兩指標的計算方法以整個寫作集為基準，因此當寫作集在各等級的數

量不同時，有些預測模型會傾向放棄量少等級的正確率換取對寫作數量較多之等級的更高

正確率，因此設計平均正確率(AAR)以及平均精確率(AER)兩個指標判斷系統是否在各等

級的預測能力接近一致。AAR 與 AER 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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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說明 ACES 在兩個寫作集的表現。在寫作集 1 中，ACES 對 98%的寫作預測等級

與人工判斷等級在 1 級之內，64%與人工判斷等級完全相同。AAR 及 AER 的數據顯示

ACES 在各等級的表現相當一致。但在寫作集 2 中，ACES 的表現明顯下降。經過進一步

實驗發現，差距並非是題目差異造成，而是在較高等級與較低等級的數量較少造成預測模

型的判斷誤差較大。雖然寫作集 2 的效能不如寫作集 1 的表現，但這個表現已經與英文

AES 的預測能力相當接近。整體來說，若訓練語料足夠，自動中文寫作分級預測能力非常

優異，而即使在訓練語料不足的實際應用環境下，ACES 仍有與英文 AES 相當、接近人

工判斷水準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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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CES 在兩個語料集的效能 

 AR ER AAR AER 

寫作集 1 0.98 0.64 0.98 0.64 

寫作集 2 0.89 0.46 0.87 0.46 

5. 進一步的研究 

由測試結果顯示，ACES可以滿足第一級需求層次的工作。在訓練語料較多的情況下，

也可滿足第二級需求層次的工作。然而不論英文 AES 或 ACES，都有可持續研究的問題。

下面介紹目前學術社群進行中的幾個研究方向。 

第一是尋找更多的直接特徵。當直接特徵越多、能辨識的特徵能力層次越高，就越能

精確的判斷作品的等級。其中特別是語法特徵與語意特徵的發展。第二是發展可提供教學

回饋的 ACES。目前 ACES 可對應用於總結性評量，但無法提出診斷，因此也無法應用於

形成性評量。第三是發展非監督式機器學習預測模型。包括 ACES 在內，現有的 AES 必

須對單一題目有足夠的訓練語料才能取得夠好的預測能力。先前 Chen 等人(2010)由先前

語料在各特徵的分布作為對未人工分級之新語料的初始假設，提出一個疊代演算法預測新

語料中的寫作等級。這類的研究若成功發展，將使 AES 更具實用及便利性。第四是針對

第二語言作者的寫作分析。第二語言寫作者由於受母語的影響，其寫作發生錯誤的類型與

表現與母語作者不盡相同。如何找尋適合中文為第二外語寫作者的寫作特徵並設計回饋模

式，在全球華語熱的現在更顯得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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