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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服務機器人可以向需要機器人陪伴的各種用戶講故事服務機器人可以向需要機器人陪伴的各種用戶講故事服務機器人可以向需要機器人陪伴的各種用戶講故事服務機器人可以向需要機器人陪伴的各種用戶講故事，，，，如兒童如兒童如兒童如兒童、、、、學生和老人學生和老人學生和老人學生和老人。。。。而我們希望機器人除了講故事而我們希望機器人除了講故事而我們希望機器人除了講故事而我們希望機器人除了講故事之之之之外外外外，，，，在講完故事後還可以透過在講完故事後還可以透過在講完故事後還可以透過在講完故事後還可以透過語音對話與用戶共同討論語音對話與用戶共同討論語音對話與用戶共同討論語音對話與用戶共同討論故事的內容故事的內容故事的內容故事的內容。。。。但是使用人工編輯模板太耗費成本但是使用人工編輯模板太耗費成本但是使用人工編輯模板太耗費成本但是使用人工編輯模板太耗費成本，，，，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在本文中在本文中在本文中在本文中，，，，我們報告我們報告我們報告我們報告如何使用資訊擷取如何使用資訊擷取如何使用資訊擷取如何使用資訊擷取與人工智慧標記與人工智慧標記與人工智慧標記與人工智慧標記語言語言語言語言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的技術合合合合成為對話的模板成為對話的模板成為對話的模板成為對話的模板以達到自動化的目標以達到自動化的目標以達到自動化的目標以達到自動化的目標，，，，並並並並用以建構一用以建構一用以建構一用以建構一個個個個可以使服務機器人與用戶聊故事內容的系可以使服務機器人與用戶聊故事內容的系可以使服務機器人與用戶聊故事內容的系可以使服務機器人與用戶聊故事內容的系統統統統。。。。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資訊擷取資訊擷取資訊擷取資訊擷取 、、、、 對話模板對話模板對話模板對話模板 、、、、聊天機器人聊天機器人聊天機器人聊天機器人(C(C(C(Chatbot)hatbot)hatbot)hatbot)、、、、人工智慧標記語言人工智慧標記語言人工智慧標記語言人工智慧標記語言(AIML(AIML(AIML(AIML))))    
I.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現今使用聊天機器人提供人們各種服務是一種趨勢，像是線上客服、教育服務，甚至是作為一個保姆。我們的目標是聊天機器人提供講故事及之後與孩童聊這個故事的服務。這樣的服務目前因人工編輯對話腳本的成本過高，無法廣泛的實現。因此我們設計了一連串自動化的機制。我們相信資訊擷取的技術可以為幫助系統從故事中找到重要的資訊[9,10,11]，而生成系統則可以有效的運用這些資訊去建構聊天機器人的對話腳本。 我們系統輸入的是孩子們的寓言故事，而輸出則是在

AIML[1]中相對應的對話腳本。這個腳本可以使用 AIML的引擎去驅動，以達到與用戶對話的目的。 有許多以前的作品研究了對話管理的結構[4][5]或是系統該如何使用情感與用戶進行交流[2]。我們採用了資訊擷取得技術來擷取在故事中重要的元素，像是主角、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時間點、地點還有一些句子。 辨識出文字內容的情緒是過去幾年很熱門的議題。早期的研究是注重在於辨認文字內所表達的是正面或是負面的情緒。而在較為近期的研究中，則是對於情感有了更多元且嚴謹的分類，像是在生理學中對於情緒的六種基本分類，而這六種分別是憤怒、厭惡、恐懼、快樂、悲傷和驚訝。這些情緒都可以通過文字中對於情感的描述識辨別出來。而當我們的系統偵測到了故事中對於情感的描述時，我們的系統即可產生出對話來與使用者進行討論，像是探討為何情緒會被激起，或是分享相同的情緒。 

II.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我們為了這個研究，開發了一個類比的轉換過程[12]。為了設計一個這樣的自動系統，我們先手動的編輯了幾個對話的腳本，並試著設計一個系統去模擬執行整個專案執行的過程。手動的過程可以概括成以下步驟：第一步，我們先讀取整個故事並找出在故事中重要的名詞。而判斷重要名詞的關鍵是當你在和別人討論這個故事時，會提到的人物或是字詞，然而這是一個屬於人類直覺上的選擇。第二步，我們藉由選擇一些特定的動詞，去導出故事中重要的動作。特定的動詞除了動詞本身之外，如果在這個動詞前方擁有可以搭配的副詞，我們也會將其一併提取。在第三步，我們會標示在故事中這些重要的人物於故事中發生的情緒，並且根據情緒編入對話的腳本內。 故事的內容通常不會只有一句話就影響到整個故事的走向，而是接下來的幾句話或是幾段話都會影響。在人工編輯的腳本裡面，有著很多一問一答的句子對。當用戶在與聊天機器人對話時，可以確保整個聊天的內容都會圍繞在這整個故事裡面。 我們將會在接下來的小節中介紹我們系統的細節。 
III. 系統流程系統流程系統流程系統流程    

 圖圖圖圖1.1.1.1.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我們的系統分為兩大部分，其中有資訊擷取、對話生成模塊，如圖 1。處理步驟於下面列出。前四個步驟為資訊擷取的部分，最後一個步驟則是生成模塊。 
• 文字前處理。 
• 使用 CKIP 進行文字分割與 POS 標記。提取所有Na,Nb作為關鍵字的候補。 
• 計算所有 Na、Nb 的詞頻分數。並找出前數值前五高的作為關鍵字。 
• 於故事內搜尋關鍵字，標記出擁有關鍵字的語句。 
• 透過將關鍵詞與語句放入對話模板內，生成可以使用的對話模板。 



表表表表1.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系統中使用系統中使用系統中使用系統中使用的的的的 CKIP詞類標記詞類標記詞類標記詞類標記1 簡易標記 對應的 CKIP 詞類 
A 非謂形容詞 
D 副詞 
Na 普通名詞 
Nb 專有名稱 
VA 動作不及物動詞 
VB 動作類及物動詞 
VC 動作及物動詞 
VE 動作句賓動詞 
VF 動作謂賓動詞  

A. 文字前處理文字前處理文字前處理文字前處理    將文件內的半形標點符號替換為全行的標點符號，並刪除多餘的換行符號，避免分詞系統產生錯誤。 
B. 文字分割與文字分割與文字分割與文字分割與 POSPOSPOSPOS 標記標記標記標記     由於我們的系統是用來處理中文的故事，因此在第一步會先將故事內容分段成為中文的單詞，然後再使用CKIP 工具包將單詞標記詞性。 
 CKIP 分詞工具[6]的詞性標注如表 1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CKIP的POS標詞性工具與其他標詞性工具不同，例如 Penn treebank 中的名詞分類並沒有繼續細分[3]，反之 CKIP 的標詞性工具則有此功能，例如：一般名詞的
Na，專有名詞 Nb，地方名詞 Nc。這些 POS 詞性標記為我們資訊擷取提供不少助力。 

C. 計算詞頻將關鍵字提取計算詞頻將關鍵字提取計算詞頻將關鍵字提取計算詞頻將關鍵字提取    故事的關鍵字是可以藉由詞頻與逆向檔案頻率去加權計算出來的，這個方法已經是被廣泛應用在資訊搜尋和自然語言處理中對於關鍵字的找尋。他可以評估一個文章中的單詞對於這個文章的重要性。重要性與單詞的頻率是呈正比的，且與文章出現的頻率成反比。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術語在這個文章內出現了很多次，代表這個單詞對這個文章來說很重要，但又如果一個單詞他是出現在很多文章裡面，代表這個單詞比起只出現在這個文章內的單詞來說，對這個檔案是不太重要的。在文件j 中單詞的 tfidf 分數是透過以下公式計算而得：  
tfidfi,j = tfi,j × idfi  其中 tfi,j 是文件 j 中單詞 ti 出現的次數除以文件 j 的總詞數，idfi 則是總檔案數除以出現有單詞 j 的檔案數，公式被定義為:  

                                                           
1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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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D 是檔案總數，|{j : ti ∈ dj }|是包含單詞 ti的檔案總數量。 

D. 關鍵短句關鍵短句關鍵短句關鍵短句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對於關鍵短句的選擇，我們的系統是使用將包含上一個步驟所找出的關鍵字的句子選取出來，再去擷取其中名詞動詞的搭配或是形容詞和名詞的搭配。 
E. 對話腳本生成對話腳本生成對話腳本生成對話腳本生成    我們是將手動的編輯的 AIML文件去當作任何對話腳本的模板，再透過將選擇出的單詞或短句放入模板中形成新語句來生成 AIML。如此一來便可以為任何的故事生成腳本。 

IV.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在接下來的這個章節內，我們將舉例說明系統如何從故事中提取預期會使用到的資訊。在實驗時我們找了二十個故事，但在以下我們取一個故事局部來當作範例。 表表表表2.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資訊擷取資訊擷取資訊擷取資訊擷取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TFIDF找出的找出的找出的找出的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人力事先人力事先人力事先人力事先找出的關找出的關找出的關找出的關鍵詞鍵詞鍵詞鍵詞    米可奮力抵抗，但微弱的閃光比螢光蟲還小，只能認命了！ 米可 米可 奮力抵抗 年輕人將米可帶回家，心想它既是一朵雲，就需要水氣，於是燒了一大鍋熱水，用蒸氣薰米可，米可才悠悠轉醒，慢慢恢復元氣。 米可 雲 年輕人 年輕人 米可 米可冷靜下來，心想現在只有自己能救他了，於是深呼吸，將附近的烏雲吸附過來，自己也膨脹成一顆大氣球，再用盡全身力氣發出此生最明亮的一閃，一道閃電劃破天際直瀉而下，正巧命中一棵枯樹，枯樹瞬間起火燃燒，也將商人前進的路截斷了！ 
米可 雲 閃電 米可 閃電 劃破天際 枯樹 起火燃燒 此時天空烏雲略散，微亮的星空下仍閃著電光，商人向它揮揮手，閃電似乎明白了，回以數道足以照亮幽暗夜空的明晰亮光。 雲 商人 閃電 商人 閃電  

A.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資訊擷取資訊擷取資訊擷取資訊擷取    我們在這個實驗中使用的是閃電報恩這個故事。故事的內容在表三的第一欄，第二欄是我們的系統在通過
TFIDF 分數識別後所選出的關鍵字，第三欄則是在建構



系統前使用手動識別出的關鍵字。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的召回率是 74.1%，而準確率是 71.4%。 

B. AIML 生成生成生成生成 在這個部分，我們將透過將關鍵字插入模板來展示我們是如何為故事生成 AIML。AIML模板是手動編輯的文件。 
1)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從文件名稱抓取，將所有在模板內的「STORY」字詞替代為當前故事的名稱。假設程式抓取到的故事名稱為「閃電報恩」，則會被替換為以下形式。 

<category> 

 <pattern>*</pattern> 

 <template> 

 <random> 

<li>你想跟我聊聊閃電報恩這個故事嗎?</li> 

</random> 

</template> 

</category> 

 

2) 使用普通名詞關鍵詞的句子使用普通名詞關鍵詞的句子使用普通名詞關鍵詞的句子使用普通名詞關鍵詞的句子    我們的系統會選擇出故事中包含著常用名詞關鍵字的句子並將其變成問句，以詢問使用者是否注意到這個名詞為故事的重要部分。 假設系統選擇出的句子是：年輕人將米可帶回家，心想它既是一朵雲，就需要水氣，於是燒了一大鍋熱水，用蒸氣薰米可，米可才悠悠轉醒，慢慢恢復元氣。 
<category> 

 <pattern>_</pattern> 

 <that>是不是年輕人將米可帶回家，心想它既是一朵雲，就需要水氣，於是燒了一大鍋熱水，用蒸氣薰米可，米可才悠悠轉醒，慢慢恢復元氣？</that> 

<template> 

<think><set 
name="want"><star/></set></think> 

<condition name="want"> 

 <li value="是">很好哦！小朋友看故事很認真！給你一百個讚！那我繼續問囉</li> 

<li value="不是">是這樣嗎？請在認真看一下故事唷！然後我再問你</li> 

</condition> 

</template> 

</category>  
3) 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其中的角色其中的角色其中的角色其中的角色，，，，

你會怎麼做你會怎麼做你會怎麼做你會怎麼做？？？？ 我們系統的模板是像這樣的：如果你是 S 你也會
ADV+VERB 嗎？藉此來詢問使用者是否會與角色做一樣的事情。動作是由系統從故事中提取的動詞或是副詞加動詞來取代。假設主角是「米可」，從故事中抓取到的動詞與副詞搭配為「奮力」「抵抗」，那麼在經過替換後 AIML會像以下這樣。 

<category> 

<pattern>_</pattern> 

<that> 如果你是米可會不會也奮力抵抗？
</that> 

<template> 

<think><set 

name="want"><star/></set></think> 

<condition name="want"> 

<li value="會">為什麼你也會奮力抵抗呢?</li> 

<li value="不會">為什麼你不會奮力抵抗?</li> 

</condition> 

</template> 

</category>  這些 AIML 對話腳本可以持續創建並附加到現有的
AIML內。而我們在其中所使用的<that>標籤可以標記在這之前的上一個問題，這對系統來說是一個短期的記憶，可以藉此達成一個問題的延伸問答，而不是只有一問一答就結束這一個問題。當使用者在這一個問答中完整的問答完並且之後不再有我們所創建的<that>標籤時，聊天機器人的系統會即刻切換聊天的主題。因此聊天機器人可以自由地談論許多不同主題的問題，而不是存在於一定的問題循環內。 

4) 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其中的角色其中的角色其中的角色其中的角色，，，，
你你你你是否是否是否是否會會會會有同樣的情緒有同樣的情緒有同樣的情緒有同樣的情緒？？？？  表 3 顯示了 Robinson 的情緒分類[8]，在這張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種類的共同情緒和相應的情緒。我們的系統辨識出故事中的各種情緒之後，會詢問使用者如果你是這故事其中的角色，是否會有同樣的情緒。藉由討論故事中的情緒變化，深度理解故事的內涵。 表表表表3.    情緒種類列表情緒種類列表情緒種類列表情緒種類列表[8]    情緒種類 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與對象相關 有興趣、好奇、熱情 冷淡、習慣、無聊 有吸引力、有慾望、欽佩 厭惡 驚喜 恐慌 對未來的評估 希望、興奮 恐懼、焦慮 與事件相關 感謝 憤怒 喜 悅 、 興 高 采烈、勝利、歡騰 悲傷 忍耐 沮喪、失望 滿意 不滿、煩躁 自我評價 謙虛 傲慢 社會 慈悲 貪婪、吝嗇 同情 殘忍 情感 愛 討厭 

 



V.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這個系統的好處是可以節省編輯故事對話腳本的時間。根據我們的經驗，每一個人編輯一個對話腳本需要至少兩個小時，編輯出的該腳本需涵蓋童話故事中所有主題和動作的簡短對話。這樣的腳本由我們的系統生成則只需要幾秒鐘。因此，人工編輯器可以使用自動生成的腳本作為初始版本，並以更少的時間將更多有趣的對話內容添加到腳本中。假設我們現在有 100種這樣的故事;最初，編輯基本質量的腳本需要 200 個小時，然而如果在我們的系統的幫助下，可能只需要一天時間就能夠獲得更好的腳本。 
VI.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我們實現了一個只給故事內容資訊就可以與用戶討論任何故事內容的系統。系統可以從故事中提取重要的主題，動作和情感，並將它們放入 AIML 的對話腳本中。

AIML 腳本可以由 AIML 引擎執行，用自然語言與用戶互動。系統可以降低編輯聊天機器人對話腳本的成本，並增加聊天機器人的多功能性。 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識別故事中人物的更多情緒狀態，以構建更有趣的對話。有了各種情感理論就可以處理更多情緒的細節，例如 Plutchik 的情緒輪[7]。要實現完整的情感識別系統，需要更多的訓練數據或字典。即使我們平均的召回率和準確率分別如表 4 只有 45.7%和
46.3%，但是對於我們的系統，並沒有必要建立一個具有高召回率和高準確率的完整識別系統，因為我們的系統可以從故事的任何細節中受益，藉以幫助聊天機器人談論故事，根據我們的統計，在產生出來的句子當中，能直接使用的句子占了 64.1304%，經過稍微修正後可使用的占 9.0581%完全無法使用的則只占了 26.8115%。因此，即使召回率低，識別更多情緒也會有所幫助。 表表表表4.    關鍵詞的關鍵詞的關鍵詞的關鍵詞的精準率與召回率精準率與召回率精準率與召回率精準率與召回率    
故事名稱故事名稱故事名稱故事名稱    精準精準精準精準率率率率    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召回率    老上帝還沒有滅亡 0.5 0.2 老頭子做事不會錯 0.428571 0.130435 阿力的學習之旅 0.78125 0.78125 茶壺 0.5 0.75 規矩鴨 0.043478 0.071429 窮女人和她的小金絲鳥 0.176471 0.214286 碗豆上的公主 0.4 0.545455 賣火柴的小女孩 0.870968 0.84375 蕎麥 0.521739 0.631579 螃蟹小不點 0.764706 0.866667 新北風與太陽 0.3 0.136364 跳高者 0.68 0.944444 地下迷宮 0.285714 0.190476 

雷公谷 0.6 0.681818 小雁的選擇 0.16 0.222222 小草莓 0.090909 0.071429 小白兔的紅眼睛 0.133333 0.095238 醜小鴨 0.777778 0.823529 一個豆莢里的五粒豆 0.391304 0.346154 閃電報恩 0.740741 0.714286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0.457 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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