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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習型態因著科技進步而改變，評量方式
也隨著變化，許多協助命題者減輕工作負擔的
工具亦不斷推陳出新，如果命題者只要做一次
命題動作，考題就能夠自動轉換成各種題型呈
現，則在不增加命題者的負擔下，題庫所能呈
現的考題就數倍於其內容。 

本文提出「題型自動轉換」的想法，將考
題分割成題目與答案（含正確答案與誘答項，
數目不限）兩大部份，並在題目適當處插入取
代標籤，於輸出考題時可以依據題目特性和命
題者需求，以不同的答案組合或字元符號取代
（如填充題的”___”），形成不同的題型／考
題，讓題目變化更靈活，且命題者只需在建立
題庫時指定可轉換題型，並不增加額外負擔。 

我們參考以 XML 為基礎的 IMS QTI 規
格，並加入所需的標籤定義，延伸成 QTI+規
格，作為儲存考題的規格，它可以輕易地轉換
成符合 IMS QTI的 XML 文件，保有「題目再
使用」及「交換性」的優點。 

關鍵詞：題型轉換, XML, IMS QTI 

簡介 

隨著科技的發展，學習的型態已從傳統的
面對面課堂教學進展到藉由傳播媒介的廣播
電 視 教 學 、 透 過 網 路 的 遠 距 教 學 、
E-Learning[7]，現在更提出分散式學習
（Distributed Learning）[3]的觀念，強調學生、

教師和資源不需要同步，可以選擇自已最適合
的時間和空間來參與學習活動。 

因著學習型態的發展，評量方式也隨之變
化，為了協助教師正確且快速地了解學生的學
習狀況，許多輔助工具如題庫、電腦命題、防
弊試卷、線上評量⋯等不斷被提出，也確實在
某種程度上提供命題者幫助，但深究這些方案
仍大都是採人工命題後，再由電腦或命題者挑
選組合輸出，雖可作到隨機選題，但題目本身
並沒有任何變化，隨著測驗次數增加，重覆出
現的機率跟著提高，不能完全解決命題者的困
擾。 

本文提出「題型自動轉換」方法，提供解
決此問題的另一思考方向，將考題分割為題目
和答案，再依命題者需求或題目特性組合成不
同題型輸出，如此同一題目可以多種題型出
現，在不增加命題者負擔前提下使得同一題庫
有更豐富的呈現。 

採題目與答案分離的架構，雖可增加考題
的彈性，但必然出現答案欄位數不確定的問
題，此種 semi-structure資料型態，不利於以關
聯式資料庫方式儲存 [8,12,14]，故我們採用
XML[15]方式來儲存資料，並參考 IMS QTI  
[5,6]規格，再加入自行定義的標籤，延伸成
QTI+規格，作為內部儲存資料的方法，QTI+
文件也可以輕易轉成符合 IMS QTI 格式的文
件，利於將來題庫的交換性及重覆使用。 

本文第二節介紹相關的研究，第三節說明
研究動機，第四節說明題型自動轉換方法及系
統架構，最後為結論和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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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 

IMS(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Global Learning Consortium[4]主
要 是 在 發 展 與 教 育 科 技 有 關 的 各 項
specification，目前亦是此領域中相當有名的
Consortium，雖然 IMS 主要是以美國地區為
主，但成員遍佈全球，包括了政府機構、教育
機構，以及商業界，幾乎所有發展教育科技方
面的組織都相當注意 IMS 所發佈的
specification，但是 IMS所發佈的並非 standard
文件，而是 specification，只有在如 IEEE或 ISO
這類的標準制定協會認可後，才能成為標準。
在 IMS 所訂定的各項 specification 中，IMS 
QTI(Question & Test Interoperability) 
specification是用以描述考題題目、試卷結構內
容，以及評量的結果報告的規格，在未來很有
可能會成為用以描述考題及試卷的標準，目前
其版本是 Final Specification Version 1.2[5]。 

SCORM(Share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13]是美國國防部 ADL計劃
所制定，目前最被注目以及熱烈討論的
e-learning標準。其發展的目的在於『教材的再
利用與共享』，根據此標準所製作出來的課程
內容，將可在所有符合此標準的學習平台上播
放，以達到互通。SCORM 中強調幾項特點：
可重複使用(reusable)、取得容易(accessible)、
可互相通用(interoperable)，以及可耐用(durable)
等。SCORM目前為 v1.2，在未來的新版本將
會與 IMS合作，並且計劃在 v1.4會將 IMS QTI 
specification加入其中[1]，這更增加了 IMS QTI 
specification在未來成為標準的可能性。 

微軟的 Learning Resource iNterchange 
(LRN) Toolkit [9] 提供一識別、建立、分享和
更新線上教材和軟體的標準方法，幫助使用者
減少錯誤嚐試的工作，確保教材內容與各種
e-Learning 產品和工具相容，它是符合 IMS 
Content Packaging Specification, version 1.1 及 
IMS Meta-data Specification, version 1.2的商業
化應用程式，也支援 ADL 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 (SCORM) Packaging 
Application Profiles, version 1.2 。 

研究動機 

許多評量系統設計均著重在提供教師題
庫、隨機出題、防弊試卷或易於批改的標準答
案輸出等，以減輕命題和評分的負荷，但對於
題目本身的變化則未見著墨，例如某一個選擇
題目一旦命題完成，則在該系統中永遠只能以
選擇題的方式來評量學生，頂多將其答案順序
隨機調整，在資訊交換如此頻繁的網路時代，

學長所搜集的考古題常是教師命題的夢魘，如
何真正測得學生的學習成就，作為教學調整的
依據，是每一個認真教學老師的需求，我們期
盼藉著對題型轉換的研究，提供評量系統設計
另一個思考方向。 

以單一選擇題型為例，傳統命題方式給予
一個正確答案及三個誘答項，不論如何調整呈
現方式，學生只要知道該正確答案即可得分，
但深究：在某些問題的正確答案不止一個的情
形下，此等題目是否會誤導學生忽略問題的完
整性？負責任的老師會另出一個題目來解決
這個問題，如此不但增加教師的負擔，也使得
題目重覆出現，造成未來命題時的困擾；假如
將該問題的所有答案和誘答項均集中於同一
筆記錄，命題時再依教師（或隨機）選擇輸出
的選項，如此則可增加題目的變化性，也可確
實測驗出學生的了解程度。 

當考題為選擇題型時，考生可能憑著猜題
的技巧得到正確的答案，但若以填充題型出
現，除非學生確實了解該問題，否則猜對的機
率甚低。老師所評量的對象不同，對學生的要
求隨之而異，例如對程度較高的學生要求其必
需確實了解問題，不容有僥倖存在，對另一部
份學生則僅要求能正確判斷即可，假如評量系
統能提供轉換機制，命題者只要指定題型，即
可自動將題庫內題目轉換為適合評量對象的
題型輸出，如此必可大幅減輕教師的負擔。 

為了提高考題的變化性，答案的數目會隨
著題目本身特性而變動，這種不確定數目的資
料型態，若使用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來儲存，
一則因其欄位數目無法決定，其次是 null值將
會過多，同時題目長度範圍變動大，如何儲存
完整題目又要避免浪費太多空間，都是需要面
對的重要問題 [10,14]，而 XML具有允許子元
素的個數不定、也不限定每個欄位的長度的特
性，正好適於儲存此種 semi-structure型態的資
料。 

採用 XML的其他理由是因它是 SGML的
子 集 合 ， 可 以 建 立 「 平 台 獨 立 」
(Platform-Independent)與「應用程式獨立」
(Application-Independent)的文件，已是許多應
用程式間的分享資料的標準；它本身就具有可
延伸的特性，且已是許多應用程式間被廣泛接
受的資料交換方法。 

IMS 規格是以 XML 定義的學習系統規
格，其範圍廣泛而言是 distributed learning，包
含 online 和 offline settings，同步／非同步學
習，也就是說，IMS的好處包括 Internet 環境
和離線的電子化資源（如學習光碟），學習者
可以在傳統的學習環境、在公司的訓練或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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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習。IMS並且強調整個學習市場中各種資
源的交換性(interoperability)，讓採用該規格的
教學資源可以在各種學習管理系統(LMS)間輕
易的彼此交換及重覆使用，此特性可以大幅減
輕命題工作的負擔，符合本研究的需求，故我
們以 IMS QTI 為基礎，再加入必要的標籤定
義，延伸成 QTI+規格。 

題型轉換方法及系統架構 

n 題目描述類型的調查 

命題時，我們將一考題分為兩個部分，1.
題目(其中又區分為問題描述，以及可替換部分) 
2.答案(即是誘答項加上正確答案)。單一考題
題目可以有很多種描述方式，由於我們的評量
系統希望能夠做到單一考題多種題型轉換，但
命題時某些問題描述方式會使得考題的題型
轉換後，造成文法上較不順暢，使得題目較不
易理解，故必須針對各種題型的問題描述方式
先做一整理，將問題描述方式做標準化，提供
命題者一命題參考樣板，以解決此轉換問題，
並降低命題時思考描述方式所花費的時間。 

而我們的整理方式，以國家的高普考資訊
類考題為對象，我們要轉換的題型是鎖定常見
的單選題、填充題、是非題，以及複選題這四
種題型，歸納出三種問題描述類型，並且將一
題目區分為上述說明的兩個部分：1.問題描述 
2. 可替換部分，我們使用符號標註方式來說明
題目，舉例說明：〔10100111 是以 2 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之整數，其十進位數字為〕
【_____】。此題目中〔〕符號內的文字即是問
題描述部分，【】符號內的部分為可替換部分；
另外還有《》符號表示邏輯設定，後續有實例
說明。 

題目的描述類型歸納為三種，說明如下： 

描述類型一：命題者只需設定題目的可替
換部份(此部份為底線或空白)。 

描述類型二：可替換部分會將題目切為兩
段以上，並且是設定在文字上。 

描述類型三：題目切割為多個部分，某些
題型無法轉換，但可加入反向邏輯設定。 

n 考題題型的分類及轉換規則 

考題題型的分類，常見的有單選題、填充
題、是非題、複選題、簡答題，我們的系統初
步先以前四種題型為主，並且限定在對單一考
題做轉換，暫時不對由多題考題合併為單一考

題的部分做討論，此部份會在後續進行研究。 

命題時，設定下列限制： 

1. 命題時以『選擇題』做為基準，命題者需設
定題目中的『問題描述』及『可替換部分』。
此種做法亦使命題時的彈性較大。 

2. 命題時，依照前段所述的三種描述類型樣板
進行命題，並且設定原始題目可以轉換為哪
幾種題型。 

三種描述類型的轉換規則說明如下： 

1. 描述類型一：考題做轉換時，不需要變動題
目中的文字，只需設定【可替換部分】。可
替換部分設定為空白或底線，如〈表一〉所
示。 

2. 描述類型二：考題做轉換時，需要依照所要
轉換的題型，對題目中的文字做增減。可替
換部分設定在文字上，轉換為單選題時不用
去除，轉換為填充題時替換為底線，轉換為
是非題時隨機選擇一正確或誘答項將【可替
換部分】做替換。如〈表二〉所示。 

3. 描述類型三：考題做轉換時，某些題型無法
轉換，但可加入反向《邏輯設定》，使得單
選題轉換為複選題，此邏輯設定部分的文字
在是非題時不出現，如〈表三〉所示。 

n 系統架構 

我們的系統，採用 XML來訂定描述考題
的標記語言 [11]，並且參考 IMS QTI  
specification [5,6]，以求所設計出來的考題可以
在不同的學習管理系統(LMS)中交換使用。但
由於 IMS QTI 的標記語法，並無法完全滿足
題型轉換的的需求，故需要自行訂定我們的系
統所需的標籤，而共通的標籤部分則採用 IMS
的標籤名稱，以方便資料的交換使用。我們的
系統新加入的標籤有： 

1. pattern標籤：設定可交換的題型有哪幾種，
四個屬性：mc、fib、tf、mr分別設定單選題、
填充題、是非題、複選題，其值為 true 或
false。 

2. replacement標籤：用以標示可替換部分。 

3. punctuation標籤：用以標示不同題型會用到
的符號，四個屬性：mc、fib、tf、mr分別設
定單選題、填充題、是非題、複選題，其值
為 true或 false。 

4. reverse標籤：標示題目中邏輯設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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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之後，replacement、punctuation，以
及 reverse 標籤所標示之內容，皆轉換為以QTI 
mattext 標籤來標示即可。 

考題資料儲存時，以我們所訂的
QTI+/XML document格式儲存，當考題要呈現
出來時，再將其轉換成符合 IMS QTI 
specification的 XML document。這樣做的好處
是，不論資料儲存的方式以及 document 儲存
的格式為何，一但轉換後，我們系統產生的考
題皆可用在能夠解析 IMS QTI document的系
統之上，如圖一所示。 

以下為三種不同描述類型的 QTI+/XML 
document說明： 

1. 描述類型一：如圖二所示，在 pattern標籤中
設定允許轉換的題型，replacement標籤所標
示的內容可依照命題者的喜好設定空白或
是底線。而標示正確答案的 resprocessing部
分，QTI+採用與 IMS QTI specification[2,5]
相同的規則，故在系統中，當命題者設定正
確答案後，則依照 QTI+ DTD自動產生此部
份；此部份使用最簡化的記錄即可。在答案
的數目上，原始題目提供多個答案(含正確答
案與誘答項)，產生考題時可從中隨機挑選或
指定所需的答案選項，產生豐富的試題組
合。 

2. 描述類型二：如圖三所示，【可替換部分】
設定在文字上，其內容以 replacement標籤標
示，而題目會被【可替換部分】切割為兩部
分。另外以 punctuation標籤來標示不同的題
型會用到的標點符號，如句號或問號。正確
答案的設定如同上一說明。 

3. 描述類型三：如圖四所示，此類型無法設定

為填充題，但可設定為複選題，reverse標籤
用以標示題目中做變化的文字部分，並且必
須於 type 屬性記錄單選或複選題所要選擇
使用的文字；至於正確答案部分，若轉換後
的題型為複選題且設定為反向，則正確答案
部分(即 resprocessing 部分)必須設定為原始
題目的相反項目。 

 

圖一 系統模型 

命題者 選題者 

其他試卷 
產生系統 

筆試/線
上試卷 

筆試/線
上試卷 

IMS QTI 
document 

原始考題
規則設定

試卷產生 考題轉換
模組 

QTI+/XML 
document 

圖二 描述類型一的 QTI+/X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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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描述類型一的範例來說明，經過轉
換後，符合 IMS QTI specification的 xml 文件
內容： 

1. 單選題：將原始考題題目中自行新加入的
pattern、 replacement 元素去除，內容放入
mattext部分即可，其餘部分不變。在誘答項
的選擇上，可採隨機或自選，不同次的考試
中，雖然出現的考題題目敘述相同，但答案
選項會不相同，此做法可改善前述的學生背
提、猜題的問題。請參照圖二與圖五。 

2. 填充題：將 replacement 元素以 response_str
元素取代，並且依照原始題目的正確答案設
定，將 resprocessing 元素重新設定成 IMS 
QTI specification 所訂定的填充題正確答案
標記方式。請參照圖二與圖六。 

 

 

3. 是非題：隨機取出一個原始題目中的答案來
替代 replacement 元素，對照原始題目
resprocessing 元素中的正確答案設定，以辨
別轉換後的題目其正確答案為 true或 false，
並將 response_lid元素轉換為填充題的表示
方式即可。請參照圖二與圖七。 

結論與未來工作 

目前 e-learning 的各方面發展，正如火如
荼展開，在評量部分，不論是線上或是筆試方
式，考題的再使用及交換性都是相當重要的訴
求，我們所提的「題型自動轉換」方法可以在
不增加命題者額外負擔的情況下，使題庫所能
呈現的考題以倍數成長，更可以在考題的豐富
性上做擴展，並且增加考題的靈活度。且本方
法以 XML為基礎，並採用 IMS QTI規格加以
延伸，加上自訂的題型轉換元素而訂定出來

圖三 描述類型二的 QTI+/XML文件 
圖四 描述類型三的 QTI+/X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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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I+規格，兼顧資料的交換性、平台獨立和應
用程式獨立，適用於各種學習管理系統。 

我們的初步構想是以選擇題為基礎，將轉
換的題型鎖定在常見的單選題、填充題、是非
題，以及複選題這四種題型，歸納出三種問題
描述類型，並定出交換的機制。而在後續的研
究中，我們計劃進一步針對下列幾個方向繼續
努力： 

1. 增加轉換為其他題型的機制(例如簡答題部
分)，同時將轉換的基礎由目前的選擇題擴大
至其他題型。 

2. 多加蒐集整理各類考試的考題，以分析歸納
出更多種類的考題描述類型，使得各種題型
之間可轉換的變化性更多。 

3. 增加由多題考題合併為單一考題的轉換方
式，例如將多題的是非題合併為一題複選
題，此種更為複雜的出題方式，未來亦可以
應用至試卷產生時的難易度高低設定上。 

後續的研究中，希望藉由這幾點的探討，
能夠更進一步降低出題者的負擔，使得試卷的
產生更為省時，並且考題更為靈活，評量更可
確實測驗出學生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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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單選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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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描述類型一 
題型 原始題目 

選擇題 
〔10100111 是以 2 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之整數，其十進位數字為〕【______】
〔。〕 
(A)167  (B)-89  (C)-167  (D)-88  (E)89  (F)88 

 轉換為單選題、填充題、是非題 

單選題 10100111 是以 2 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之整數，其十進位數字為______。 
(A)167  (B)-89  (C)-167  (D)89 

填充題 10100111 是以 2 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之整數，其十進位數字為______。 

是非題 10100111 是以 2 補數(2’s complement)表示之整數，其十進位數字為 167。 

 
 

〈表二〉描述類型二 

題型 原始題目 

選擇題 

1. 〔PDA 是〕【下列何者】〔的縮寫？〕 
(A)protocol disk administrator (B)processor digital add-on 
(C)primary digital assistant (D)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2. 【下列何者】〔代表 Internet 上某個網站或檔案的唯一位址？〕 
(A)FTP  (B)SMTP  (C)URL  (D)HTTP 

 轉換為單選題、填充題、是非題 

圖六 填充題範例 

圖七 是非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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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PDA 是下列何者的縮寫？ 
(A)protocol disk administrator (B)processor digital add-on 
(C)primary digital assistant (D)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2. 下列何者代表 Internet 上某個網站或檔案的唯一位址？ 
(A)FTP  (B)SMTP  (C)URL  (D)HTTP  (E)DNS 

填充題 1. PDA 是__________的縮寫。 
2. __________代表 Internet 上某個網站或檔案的唯一位址。 

是非題 
1. PDA 是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的縮寫。 
2. URL代表 Internet 上某個網站或檔案的唯一位址。 

 
〈表三〉描述類型三 

題型 原始題目 

選擇題 

1. 【下列何者】《不是|是》〔CPU 的一部分？〕 
(A)控制單元  (B)暫存器  (C)ALU  (D)磁碟  (E)I/O controller  (F)system bus 

2. 【下列有關縮減指令集電腦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和複雜指令集
電腦 CISC(complicat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描述，何者】《正確|不正確》
〔？〕 
(A)常見的 X86 CPU屬於 CISC。 
(B)RISC由於指令少，所以不能用在個人電腦的架構上。 
(C)CISC由於設計太過複雜，所以目前市面上很少有其產品。 
(D)手機由於功能比較特殊，所以大多採用 CISC 的 CPU。 

 轉換為單選題、是非題、複選題 

單選題 

1. 下列何者不是 CPU 的一部分？ 
(A)控制單元  (B)暫存器  (C)ALU  (D)磁碟 

2. 下列有關縮減指令集電腦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和複雜指令集電
腦 CISC(complicat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描述，何者正確？ 
(A)常見的 X86 CPU屬於 CISC。 
(B)RISC由於指令少，所以不能用在個人電腦的架構上。 
(C)CISC由於設計太過複雜，所以目前市面上很少有其產品。 
(D)手機由於功能比較特殊，所以大多採用 CISC 的 CPU。 

填充題 此類問題描述不適合轉換為填充題 

是非題 

1. 暫存器不是 CPU的一部分 
2. 常見的 X86 CPU 屬於 CISC。 

RISC由於指令少，所以不能用在個人電腦的架構上。 
CISC由於設計太過複雜，所以目前市面上很少有其產品。 
手機由於功能比較特殊，所以大多採用 CISC 的 CPU。 

複選題 

1. 下列何者是 CPU 的一部分。 
(A)控制單元  (B)暫存器  (C)ALU  (D)磁碟 

2. 下列有關縮減指令集電腦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和複雜指令集電
腦 CISC(complicat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的描述，何者不正確？ 
(A)常見的 X86 CPU屬於 CISC。 
(B)RISC由於指令少，所以不能用在個人電腦的架構上。 
(C)CISC由於設計太過複雜，所以目前市面上很少有其產品。 
(D)手機由於功能比較特殊，所以大多採用 CISC 的 C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