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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AI 客語對話機器人應用於客家諺語學習之研究為主題，將

AI 科技與客家文化做結合。研發一套對話機器人，能夠隨時隨地，不

受時間、空間所限制，在線上分擔客語老師部分工作、或是成為客語老

師的輔助教材，促進學生學習效率與熱忱，提供更完善的數位學習環

境。系統開發採用雛型演進方式，其發展精神是在專案早期迅速設計﹑

建構和運作一初步且高度簡化之雛型系統。根據使用性評估結果，機器

人服務的互動都必須透過對話來實現，學習型對話機器人服務設計應該

考慮到對話的特定對象，並且對使用者特性進行分析，在對話設計上要

能夠更注重情感的交流，以提升整體對話機器人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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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話練習對語言學習者來說，是非常重要且有幫助的，但因成本昂

貴，很難滿足學習者的需求。而在數位科技時代，對話機器人可以提供

有效的學習支援（Fryer et al. 2019）。尤其是針對少數族群語言，缺少

專業語言教師及學習資源情形下，應該思考如何透過對話機器人來輔助

語言的學習。

客家諺語是客家人口耳相傳下來的語言，裡面包含了許多客家的生

活智慧、處世哲學、人生態度、警世之語等兼具生活趣味與教化意義的

語言。用精簡的語句來呈現民族的特性及生活哲學，可說是另一種型態

的文化瑰寶（劉怡婷 2012）。客家諺語是早期客家人生活中的智慧結

晶，雖然是短短一句話，卻富含寓意，警惕後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客庄人口的外流，都市年輕人說客語的機會減少，就算留在客庄，許多

客家年輕人也因為中文政策的長期推行，減少了說客語的機會，客語及

客家文化正逐漸消失與沒落（張麗君 2008）。一般客家話都已經無法

成為日常生活的通用語言，更不用說客家諺語幾近失傳，靠著老一輩的

客家人口耳相傳。在國小實施客語教學學校支持系統之現況研究顯示，

客語教學時數經常只有一節課，面臨到的困難與限制主要是「教學時數

太少」（張淑美 2008）。

如何能夠突破這樣的限制，就是要讓客語學習變得有趣，更多元化

的教學模式可以讓學生更願意自主學習。此外，有鑑於人工智慧（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AI）應用無所不在，Statista（2022）預估預計未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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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 AI 軟體市場將快速增長，到 2025 年將達到 1260 億美元左右。

整個人工智慧市場包括自然語言處理、機器人服務自動化和機器學習等

廣泛的應用。在這個 AI 人工智慧的世代，未來 AI 將成為生活中的必需

品。在資訊科技融入客語教學之行動研究顯示，大部分學童認為利用此

學習方式學習客語，感覺新鮮有趣，更能提高學習客語的興趣，也認為

利用資訊科技融入客語教學的學習內容，能更瞭解題意且助於思考，因

而提昇了學習的成效（林秋香 2012）。

雖然新穎的資訊技術可以成為增強學生學習興趣的工具，但也有研

究顯示，目前對話機器人跟真人教師的比較，真人教師比較能夠預測學

生對於未來課程的興趣。對話機器人在第一次任務的新奇效應（novelty 

effect）消失後，學習興趣也會隨之下降（Fryer et al. 2020）。因此，本

文建構完整的客家諺語資料庫之後，透過社群媒體（Facebook）架設 AI

對話機器人來將數位科技與客語教學的結合，使得學習者可以隨時查詢

並學習客家諺語，利用 AI 客語對話機器人輔助於客家諺語學習，並且

推動以人工智慧作為客語學習的輔助科技，最後，進行對話型學習機器

人服務效能評量。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客家諺語的文化內涵

在客家族群所屬的文化特質中，惟有客家方言才是該族群所特有

的，客家方言不僅是客家人區別於非客家人的最直觀、最基本的文化特

徵，也是客家群屬自我認同最重要的內聚力來源（王東 2007）。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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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日常生活經驗及智慧也經常在諺語中顯現，客家人一向以「勤勞節

儉」的特點自豪，經常可以聽到或看見勉勵子孫的有關勤儉的諺語，處

處充滿智慧，例如「大富由勤，小富由儉；學勤三年，學懶三天；坐久

成懶，睡久成病；勞身體好，懶惰催人老」等（鍾洸華 2009）。因此，

客語最能代表客家本質特徵，而客家諺語為語言與智慧的結合，將前人

的經驗化成簡易的文句，給後代一些警惕。利客家諺語的教化功能價

值，具體的表現在「個人修養」、「家庭倫常」、 「子女教育」、「待

人接物」上，從風土民情、歷史傳說則可看出客家諺語的史料傳承價值，

從食、衣、住、行、育樂來看客家人的生活哲學，藉以了解更多客家文

化（徐美容 2009）。前人稱諺語是語言中的琥珀。在客語流失迅速的

世代，客家諺語的確成為稀世珍寶，應該將此好好保存下來，並融會貫

通於生活之中。透過客家諺語除了學習客語的語音和詞彙，以及諺語其

寓意之外，還能了解客家的深層文化與歷史。

（二）AI 人工智慧應用在數位學習
人工智慧乃是以電腦科學、生物學、心理學、語言學、數學、工程

學為基礎的科學，其應用領域計有專家系統、機器人學、自然語言處理、

機器視覺、程式製作自動化、機器翻譯、語音辨認、機器學習等（黃富

廷 2001）。人工智慧是設計及研究如何使資訊系統變得更聰明，研究

如何模擬出人造的智慧機器或智慧系統，來展現人類智慧活動的能力，

以延伸人類智慧的學科領域（Dean et al. 1995），人工智慧使電腦能完

成目前人類能做的事並且做得更好，使機器具備和人類思考一樣聰明的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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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將人工智慧應用於各項領域已成為一股新興的研究潮流，由

早期的輔助編舞設計（Bradford and Côté-Laurence 1995）、學習補救措

施（Dodigovic 2007）、外語教學或語言學習（Bailin 2014），到最近熱

門的疾病診斷分類系統（Ao et al. 2020）、網路教學（Kim et al. 2020）

等。這些研究不斷探索對話機器人在數位學習方面以及社交感官如何影

響學生對機器人的感知以及他們在互動中的語言學習成效（Kennedy et 

al. 2016）。若干學者則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語言相關研究，例如Geis（1995 

:104-119）曾利用人工智慧來探討人類自然會話的互動歷程，將言語行

為理論和對話分析結合起來，提出了一種對話能力理論，稱為動態言語

行為理論（Dynamic Speech Act Theory, DSAT）。提出言語行為理論要

具有真正的經驗和理論意義，就必須嵌入一般的對話能力理論能夠解釋

在自然發生的會話中如何用語言進行相關工作或任務，將傳統語音行為

理論、會話分析和自然語言處理中的人工智慧研究整合在一起（Tiersma 

1998）。有些研究則試圖以人工智慧來探討人體神經網路在學習、理解

雜音與語言特徵的能力（Kim and Tyler 1995；黃富廷 2001）。將人工

智慧應用在教學助理系統上，可以隨時隨地在社交通訊軟體上分擔線上

老師教學的工作，為學生解決課業上的問題，也可以透過語音對話機器

人，直接用語音對話方式為學生提供服務，提供更完善的數位學習環境

（趙啟雲 2018）。

在這資訊發達的世代，人們學到的越多，對新知識的好奇也越多，

然而這社會上學生的數量遠遠大於教師，每個人都可以是學生，而教師

不是任何人都能擔當。現在資訊網路的發達，可以隨便搜尋到想學的知

識，若透過一個虛擬的教學者，及時有效的線上服務，解決基礎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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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能大幅減少時間的浪費與教學者的工作量。妥善的應用客語教

學網站，可讓學生更多元的學習客家諺語，並使客家諺語能綿延不息。

結合線上學習服務對學生學習客家諺語具有立即成效和學習保留效果，

學生對客家諺語學習的態度與學習前有顯著的差異，客語教學網站融入

客家諺語教學能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吳淑媛 2015）。

（三）人工智慧對話機器人

對話機器人 Chatbot，簡稱 Bot，簡單來說就是會和人類聊天、溝

通的機器人。近年來，許多科技服務公司，包括 LINE、Facebook、

IBM、微軟等已經開始在認知運算與對話機器人市場投入大量的心力與

資源，開發了許多不同產業和應用領域的對話機器人，包括了旅遊、批

發零售、航空、娛樂、教育等等，正式進入了對話式商務的元年，在行

動裝置安裝有社群通訊軟體，就可以透過簡單的對話完成使用者的需求

（林柏岑 2017）。由於對話機器人能夠使用自然語言跟學生交談，因此

使用對話機器人作為學習輔助工作在語言學習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對話機器人的三項特點有助吸引使用者透過對話機器人進行語言學習，

包括即時性（timeliness）、易用性（ease of use）和個性化（personal-

ization），在教學用途上則包括：作為對話者（as interlocutors）、模擬

功能（as simulations）、傳遞知識（for transmission）、即時協助（as 

helplines）和推薦功能（for recommendations），對話機器人可以透過情

感交流來提升學生的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來幫助學習（Huang 

et al.  2022）。

對話機器人交談時是否能夠清楚了解使用者需求以及讓使用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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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客戶服務的品質提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話品質。機器人對話品質

的測試，最著名的就是圖靈測試（Turing test），是由英國電腦科學家

圖靈（Turing）於 1950 年提出的 AI 衡量標準，目的在測試機器人能否

表現出與人相同的人工智慧。使用文字對談，如果使用者無法辨識對方

是真人或是機器，則表示通過圖靈測試（Turing 1950）。對話機器人經

由文字或對話而進行溝通，進而提供服務，模擬人與人之間的交談。多

數簡單的系統會擷取使用者傳送的關鍵字於資料庫中查找，選取適合的

答覆進行回應，不少企業使用這種系統打造專屬自己的對話機器人，減

少人力資本，並且做到隨時回應的服務。因此對話機器人的數量不斷增

加，相信也有愈來愈多這方面的工程師投入這類工程開發。

人工智慧之於對話機器人（Chatbot）又是什麼關係呢？人工智慧中

的語意分析是推動 Chatbot 成熟發展的關鍵因素，創造全新的使用者對

話體驗，就取決於人工智慧中的語意分析能力。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語意分析能力，是在使用者輸入一段文

字後，後端主機處理資料前，先把這段文字分析成機器看得懂的內容格

式。例如把「請問有關於動物的客家諺語是甚麼？」剖析處理成類似

｛intent：“proverb query”, classification:“animal”｝，｛動作指令：“ 諺語

查詢 ”, 分類 :“ 動物 ”｝等內容格式。目前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的語意分析

平臺，常用的自然語言理解平臺包括 Dialogflow （by Google）、LUIS.

ai （by Microsoft）、Wit.ai （by Facebook）、Watson Conversation （by 

IBM），在使用量不多的情況下，幾乎都可以先免費試用。Dialogflow

是一項屬於 Google 的開發工具，提供基於自然語言對話的人機互動技

術，也就是語意分析服務（Dialogflow 2022）。Language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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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LUIS）則是由微軟公司提供，標榜可以快速將自然語言理解應

用到 APP 程式開發，整合到對話機器人、IoT 等服務（Microsoft Azure 

2022）。由 Facebook 所推出的 WIT.ai 服務提供語音及文字的語意分析

服務，除了文字理解服務之外，也讓 App 開發者可以使用語音理解服

務，使其具有語音控制的功能，讓使用者能夠透過手機發送或執行語音

等相關命令（Meta 2022）。IBM 推出的 Watson Conversation 服務，以

IBM 公司本身強大的人工智慧技術及運算能力來提供相關服務，讓使用

者能夠迅速建立對話機器人，進入商業市場（IBM Cloud 2022）。這些

平臺都能夠替程式設計者分析出使用者說出的特定關鍵字，並讓系統開

發者根據該特定關鍵字，設計出對應的服務工作。

三、對話機器人系統設計

（一）系統雛型法

本系統開發採用雛型演進方式，其發展精神是在專案早期迅速設

計﹑建構和運作一初步且高度簡化之雛型系統，並將此雛型作為使用者

和系統發展者之學習設備﹑意見交流與溝通互動之工具，然後依據使用

者意見，再加以發展下一版本之完整系統。經過系統需求分析，本系統

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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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二）諺語語料蒐集與整理

客家諺語語料蒐集與整理是透過各種平臺與諮詢專家後進行彙整，

每句諺語需有客語寫法、羅馬拼音、中文翻譯、寓意解釋，越詳細越好，

且將所有諺語依照字數長短進行難易度及知識領域分類。

（三）對話機器人平臺建置

架設一個專門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製作對話機器人的對話模式，

無須下載其他 APP 或者網頁，透過臉書的程式 Messenger 就能進行聊天，

也就是線上教學。聊天情境分成兩種模式，其一是教學模式，是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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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開啟對話時，機器人會提供難易度選擇，使用者確認難易度之後就會

進行諺語教學。其二則是搜尋模式，當使用者想查詢諺語，可輸入關鍵

字，而機器人將回覆有包含此關鍵字的諺語。希望透過此平臺，推廣客

家諺語的知識，讓有需求的人可以快速查找，也讓有興趣者可以方便學

習，將客家文化普及於大眾。

四、學習型對話機器人系統開發

本文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訊息功能架設對話機器人，讓使用

者不用下載其他軟體或者開啟網頁，就能方便取得聊天學習之管道。聊

天情境除了一般問候用語，在諺語教學部分，本研究先將諺語分類，使

用者選擇分類之後會一句一句教學。若是想查詢諺語，可以輸入關鍵字

詞搜尋，機器人將會回覆有含此字詞的諺語。因此，客家諺語詞彙之整

理是參考數個客家諺語線上平臺，讓機器人擁有較廣泛且準確的資料來

源，希望能讓教學內容盡量不出現謬誤，以確保此平臺的正確性。數位

學習在近年來是一種新趨勢，除了隨時隨地皆能學習，還可以因人而異

自行調整學習進度，克服傳統教室固定的教學進度，增加整體的學習效

率。因此本文所研發的對話機器人，能夠隨時隨地，不受時間、空間所

限制，在線上分擔客語老師的部分工作或是成為客語老師的輔助教材，

促進學生的學習效率與熱忱，提供更完善的數位學習環境。研究過程主

要分為以下五項：

1. 客家諺語整理與分類建檔

2. 粉絲專頁連結 Chatfuel 前端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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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後端伺服器部署與撰寫 Python 處理程式

4. 臉書粉絲專頁服務設計

5. 功能演示

（一）客家諺語整理與分類建檔

本文選用了「萌典」做為客家諺語語料的主要來源，萌典是由唐鳳

與網路上的工作團隊共同開發的數位化漢語詞典。該平臺收錄了十六

萬筆的漢字條目、兩萬筆臺灣閩南語、一萬四千筆臺灣客語條目，以

及提供了漢語與英語、法語以及德語的對照。唐鳳將其以創用 CC0 協

議釋放至公有領域，源碼、其他平臺版本、API 及原始資料等，均可在

GitHub 取得。首先，本研究使用 Python 撰寫程式來獲取萌典（網址為：

https://www.moedict.tw/:= 諺語）上的所有客家諺語條目的解釋及發音並

經過程式簡單整理後，儲存為 JSON 檔案，格式如下：

[

 {

  “title”:” 諺語標題 ”,

  “category”:[ 分類編號 ],

  “content”:” 諺語解釋 ”,

  “audio_url”:” 諺語音檔 url”

 },

 …

]

最外層使用陣列包覆，並放入數個客家諺語之物件，由於同一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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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諺語可能對應數個分類，故分類的鍵值 category 採用陣列儲存。接著

本研究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的《客家能力認證基本詞彙中級、中

高級暨語料選粹》中的目錄分類，先是將其編碼，然後為兩百多餘筆的

客家諺語進行人工分類，依序填入每個物件的鍵值 category 陣列中，完

成後生成字典檔，如此一來，每個諺語的分類、解釋、發音都已明確記

錄於字典檔中，格式為 JSON 檔案。

（二）粉絲專頁連結 Chatfuel 前端平臺
在 Facebook 建立粉絲專頁後，接下來本研究將要建立對話機器人

（Chatbot）並與粉絲專頁的訊息功能做連結，方法有二，其一是使用

原生的 Facebook Messenger API 綁定 Webhook URL 再部署後端，或是

利用市面上現有的對話機器人平臺來實現。本研究選用了後者，而平臺

使用 Chatfuel（https://chatfuel.com），因為其易用的編輯後臺、順暢互

動體驗以及提供 JSON API 的支援。目前全球有超過 46% 對話機器人在

Chatfuel 上建置，像是 Nike、Netflix、LINE TV、Shopify 等百大品牌，

Chatfuel 更結合了對話機器人技術與專業行銷經驗，為品牌打造完美的

1 對 1 互動訊息行銷體驗，即時回覆、客製化訊息推播提高消費者與品

牌黏著度。只需要粉絲專頁的管理員於 Chatfuel 使用 Facebook 登入，

並給予權限，Chatfuel 就會新增一個 Chatbot，連結好粉絲專頁。Chatbot

的優勢在於使用者無需更新 APP，品牌在後臺更新內容，對話機器人流

程即時更新，使用者不必再下載額外 APP，打開臉書立即開始使用 APP

服務。透過 Chatfuel 簡單直接的編輯後臺，讓本研究在很短的時間內將

歡迎訊息與使用方法的界面設計完成。並且於預設回覆中使用 Chat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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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 JSON API 以及 POST 方法來連結本研究為此專案部署的後端伺

服器，其作用為將使用者輸入的文字內容回傳至本研究的後端伺服器，

並等待來自伺服器的回應。

（三）後端伺服器部署與撰寫 Python 處理程式
本研究採用 XAMPP 來部署後端伺服器，XAMPP 是完全免費且易

於安裝的 Apache 發行版本，允許使用者在電腦上輕易的建立網頁伺服

器，其中包含 MariaDB、PHP 和 Perl。接著，用 Python 撰寫了專門處

理字典檔與回應前端的程式，其程式邏輯如下圖。

 

圖 2 後端 Python 程式邏輯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最後，透過 CGI 共用閘道器介面技術來讓 Apache 與 Python 處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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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通訊。CGI 全名為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功能是扮演瀏覽

器和程式的橋樑。當使用者在瀏覽器上發出一個請求時，會傳送特定的

訊息給網頁伺服器。而 CGI 程式的功能就是接收這些訊息後，再加以處

理並回應，或儲存至資料庫中。

（四）臉書粉絲專頁服務設計

為了順利推廣客家諺語對話機器人服務，本研究將機器人服務整合

社群媒體上，建置臉書粉絲專頁服務－客家諺語學習互動平臺（許雲翔 

2019），達到數位行銷的目的。在臉書粉絲專頁上的對話機器人服務設

計採取對話的形式，結合人工智慧技術，成為最自然的互動模式（Elgan 

2016）。服務界面的設計應該考慮到對話的特定對象，並且應該對使

用者的特性進行充分的研究，因為所有的互動都必須透過對話來實現

（Google Developers 2021；Heo and Lee 2019）。本文針對目標用戶進

行問卷訪談，驗證服務的有效性、滿意度和可擴展性，有助於實際理解

以教學為目的之對話機器人服務設計原則。粉絲專頁中有兩個最主要的

主視覺：大頭貼照、封面照片。大頭貼照是代表整個粉絲專頁的第一形

象，獨特且吸引人的大頭貼照可以讓使用者一眼辨識出本研究的品牌。

設計大頭貼照的重點為：簡潔、直觀。用兩個對話框代表對話機器人，

框內的文字客家諺語則直觀的表達出主題，科技感的代表色為藍色，但

藍色已是許多大小品牌首選顏色，因此選擇相似卻特殊的藍綠色，又稱

蒂芬妮綠。而封面照片是整個粉絲專頁最大版面的主視覺圖，希望傳達

的訊息是客家文化傳承的重要性，以客家的三大元素作為圖樣：桐花、

藍染、客家小炒，並使用重複圖案於整個版面，類似於印花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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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設計了一個代言吉祥物，名副其實的對話機器人，外觀上

就是一般對話機器人的樣式，但在機器人的面容上設計成對話框的臉，

凸顯主題，希望之後能推廣這個角色，打響知名度，請參考圖 3。在粉

絲專頁試營運期間，有不少人使用上出了問題，不知道如何與所設計

的對話機器人對話，因此在粉絲專頁上發佈一篇使用教學步驟，除了

文字說明還搭配了圖片演示，發佈之後大幅改善使用者進行對話的流

程，並定期推出客家諺語視覺化設計，請參考圖 4，期望以輕鬆詼諧的

方式吸引更多年輕人來學習客家諺語。在進行系統的細節修改與增加新

功能時，為了更加明確演示操作流程，使用了 RPG Maker MV（Degica 

2022），使用像素遊戲的風格製作影片（柯念廷 2020），內容除了介

紹粉絲專頁成立的目的，還用對話演示使用步驟的方式，順便達到宣傳

的效果。

圖 3 代言吉祥物設計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4 客家諺語視覺化設計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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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進行功能演示，使用者只需打開瀏覽器，向粉絲專頁傳送訊

息，即可開始使用本服務。機器人若接收到無法理解的語句將會回應預

設回覆並引導使用者參考「使用方法」。機器人若接收到「每日一句」

將會隨機挑選一句諺語供使用者學習，如圖 5 所示。使用者可以進行全

域關鍵字搜尋，僅需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使用者可以進行分類關鍵字

搜尋，僅需輸入欲查詢的分類關鍵字，若使用者不清楚有哪些分類，可

查看所有收錄的分類，使用者也可以於手機 APP 上使用，點選播放鍵，

便可以聆聽客語發音，如圖 6 所示。

圖 5 每日一句指令示範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6 分類關鍵字搜尋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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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性評估

關於系統評估的受測人數，使用性評估樣本受測者 4 至 6 人最具

經濟效益，只要有 5 名參與者，即可發現 85％的使用性問題（Nielsen 

1994）。本文參考 John Brooke 在 1986 年創建之數位服務使用性評分

量表 System Usability Scale（SUS）進行對話機器人系統服務品質評估

（Brooke 1986），SUS 量表是目前廣泛應用在快速測試產品系統界面、

應用程式與網站界面的標準化量表。由於本研究涉及族群特性，特別邀

請 9 位客家人、6 位閩南人、2 位原住民、1 位外省人及 1 位新住民，

年齡分布在 18 歲至 55 歲之間，在 2022 年 5 月進行線上問卷施測，本

次問卷包括基本資料、使用性問項共有 5 題正向題，包括「1. 我會願意

經常使用這個平臺；2. 我認為這個平臺很容易使用；3. 我覺得這個平臺

的功能整合得很好；4. 我覺得大多數的人都可以很快學會使用這個平臺；

5. 在使用這個平臺時，我感到很自信。另有 5 題反向題，包括：1. 我覺

得這個平臺使用起來很麻煩；2. 我覺得需要有經驗的人來協助，我才能

使用平臺；3. 我覺得這個平臺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4. 我覺得這個平臺

使用起來很麻煩；5. 為了使用這個平臺，我需要學習很多東西等題項。

同時也加入簡答題來了解使用者的使用目的、客家諺語分類與各名詞用

法是否符合使用者習慣以及需要改善之處等，詳見附錄。

SUS 分數代表使用者對系統使用性的綜合評量，可以用來作為不同

系統之間使用性的整體效能評估比較，個別分數並不具意義，將正向題

的原始分數減去 1，反向題用 5 減去各題的原始分數便可得到應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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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題的應得分數相加，再乘上 2.5 倍便可得到 0 至 100 的總分。根據

過去的研究統計，在 500 個研究案例中，SUS 的平均得分是 68 分（Sauro 

2011），本次研究所測得之系統使用性評估分數為 68 分，表示使用者

普遍滿意這個平臺的整體設計，但仍有服務品質提升的空間。以族群類

別進一步分析，客家族群的使用性得分是 64.2 分、非客家族群使用性

得分是 72.5 分，顯示本系統更能獲得非客家族群的使用認同。

在使用者意見回饋方面，使用者在與 AI 客語機器人對話過程中，

客家諺語分類與各名詞用法大部分都符合使用者習慣。在是否能夠隨心

所欲找到所要功能方面，則還需要加強。多名使用者建議要更符合對話

的使用情境，例如「通常聊天第一句可能會說，你好，建議可以先主動

回覆功能使用方式，比較可以理解。」，也有使用者反應「在 Facebook

看到使用教學但卻要操作很久，我認為要將教學置頂並且與實際使用狀

況符合。例如教學中要求輸入『哈囉』，實際使用時的反應卻是『我不

懂你的意思』」。在平臺畫面設計是否能提升使用平臺的動機方面，大

多數使用者皆表示可以，也有使用者建議「若平臺畫面活潑設計，如增

加卡通短片、影音動畫，能增加使用者學習的興趣與互動。」，還有「用

聊天的方式讓我很自在」。在這些改進的建議中，可以充分了解使用者

對於對話機器人的期待，希望能「增加平臺背景的活潑生動性以及互動

功能」。另外，也有使用者認為 AI 機器人放在 Facebook 對話視窗裡較

可惜，使用者容易找不到機器人和學習路徑。機器人服務受限於社群平

臺，服務功能和學習效能上會有所限制，建議未來設計專屬網站或開發

App，並且連結客委會的資料庫，豐富客家諺語的內容及強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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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雛型系統法建置客語對話機器人，並應用在客家諺語學

習，經過使用性系統評估，證明以客語對話機器人進行客語教學，可以

諺語查詢與即時客語發音回覆，具有趣味性和即時回覆的特性，能夠提

高客語學習效能。在系統建置的過程中，對使用者進行系統需求訪談，

其中不少使用者期許對話情境內，除了諺語解釋與語音，還可以增加影

音片段內容，同時可以連接外部網站，自動至影音平臺搜尋諺語的相關

影片。或是回傳最相近的搜尋結果至聊天室給使用者。也希望加強推廣

粉絲專頁，讓有需求的用戶擁有即時的服務，並善用粉絲專頁的功能，

定期發佈相關文章增加觸及率，增加與使用者的互動。

系統完成建置之後，透過使用性評估的文字意見獲得幾項寶貴的建

議，瞭解使用者的目的主要是查詢客家諺語以及學習客家話。在使用平

臺的過程中，客家諺語分類大致還算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對於使用者是

否容易找到所需的功能，這部分使用者建議要能夠符合實際對話情境，

過去研究也指出服務設計應該考慮到對話的特定對象，並且應該對使用

者的特性進行充分的研究，因為所有與機器人服務的互動都必須透過對

話來實現，未來在學習者與客語機器人對話設計上應該要針對學習者進

行深度訪談，以瞭解他們預期的對話方式。其他服務設計上的建議包括

平臺畫面應設計更加活潑，如增加卡通短片、影音動畫，更能增加使用

者學習的興趣與互動。

隨著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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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對話機器人幾乎可以處理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並且輕鬆地與使

用者交流，在機器人對話服務設計上要能夠更注重情感的交流，讓使用

者覺得輕鬆自在。目前，本平臺之對話機器人最大的限制可能在於系統

無法迅速負荷龐大的資料，會有回應延遲的情形，雖然僅有短短幾秒，

但對於服務品質造成很大的影響。未來將繼續加強演算法效率、改善硬

體設備，以及推動平臺商業化經營，引進更多資源，以解決相關問題，

正確且高效率地提供即時資訊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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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I 客語諺語學習型對話機器人服務使
用滿意度調查

1. 您的性別：□生理男、□生理女、□其他

2. 您的年齡：□ 17 歲（含）以下、□ 18-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55 歲、□ 56-60 歲、

□ 61-65 歲、□ 66 歲（含）以上

3. 您的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其他

4. 您的職業：□軍警、□公務人員、□教育、□商、□工、□農、□醫

療、□服務、□家管、□學生、□退休、□無、□ 其他

5. 您的族群認同（可複選）：□原住民族群、□閩南族群、□客家族群、

□外省族群、□新住民族群、□其他

6. 您是從哪些管道連到我們網站的呢？□ Google 搜尋引擎、□ Bing 搜

尋引擎、□ Facebook 粉絲專頁、□ Facebook 廣告推播、□ Insta-

gram 廣告推播、□親友分享推薦、□其他

7.SUS 使用性量表

(1) 我想我會願意經常使用這個平臺。

(2) 我覺得這個平臺過於複雜。

(3) 我認為這個平臺很容易使用。

(4) 我覺得需要有經驗的人來協助，我才能使用平臺。

(5) 我覺得這個平臺的功能整合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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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覺得這個平臺有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7) 我覺得大多數的人都可以很快學會使用這個平臺。

(8) 我覺得這個平臺使用起來很麻煩。

(9) 在使用這個平臺時，我感到很自信。

(10) 為了使用這個平臺，我需要學習很多東西。

8. 您的使用目的是？

9. 在使用平臺的過程中，客家諺語分類與各名詞用法是否符合您的習慣

呢？

10. 在使用平臺的過程中，您是否能夠隨心所欲找到所要的功能？

11. 您認為平臺畫面設計是否能提升您使用平臺的動機呢？

12. 在 Facebook 平臺建立 AI 客語聊天機器人服務是否適合您進行諺語

查詢呢？

13. 整體而言，您認為平臺設計是否還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14. 您未來是否會想要繼續使用這個平臺進行學習呢？

15. 其他建議或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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