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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古漢語斷句(或稱句讀 )是中文書寫系統中一個經典的議題。

將文本內容切成句子(sentence)以及子句(clause)，辨識句子的邊界稱為「句」，而上述

的句子再細分各子句則稱為「讀」。

判斷斷句仰賴閱讀者的經驗知識，過程費時，如果有自動化工具能快速初步解讀斷句

，後續由專家校對調整，就能大幅降低時間和人力成本。

目前古漢語文本的自動化斷句方法主要區分為規則方式和機器學習方式，規則方法

過於複雜且難以泛用，主流為機器學習方法。



研究背景

機器學習方法利用統計演算法和已標註資料建立學習模型，再透過模型進行斷句標

註判斷，此一方法在某些文本中具有很不錯的辨識準確率。

中文書寫系統發展已久，不同時代具備不同文體，通用型的自動斷句方法難以實現。

且不會再產生新的古漢語文本，如何有效率的建立標註資料是重要的議題。

主動式學習(Active Learning)是機器學習中用於解決學習過程需要大量人工訓練資料

的方法，其概念透過人工協助電腦提出的問題建立訓練資料，能提高訓練語料的品質

，降低其量的需求。



研究背景

主動式學習在自然語言處理中已經有相當廣泛的應用，但卻少有在古漢語斷句上的

相關研究。

本研究欲發展結合主動式學習以及斷句模型的「基於主動式學習的古漢語文本斷句系

統」，透過人機合作模式降低建立模型時所需的訓練語料。

本研究也將透過邀請專家使用「基於主動式學習的古漢語文本斷句系統」進行古漢語

斷句，並分析結果以及從專家取得改進建議。



1. 設定結束條件S為完成全部文本的斷句標註。

2. 建立已標註資料L
3. 用L訓練斷句模型A。

3-1. 反覆執行3-1~3-5項直到滿足結束條件S。
3-2. 使用斷句模型A計算U中個單字詞的斷句

之不確定指標及各段落的區塊斷句不確定 指標。

3-3. 根據區塊不確定指標並從 U選出優先確認 區塊M。

3-4. 透過人工確認M，完成後將M移入L中。

3-5. 使用L訓練斷句模型A，回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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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方法



系統架構

將文本處理成建立斷句模型所需的格式，分為 資

料切分以及建立特徵模板兩個部分。  

資料處理階段  

以演算法建立斷句模型，並會用迭代方式進行數

回合的訓練與測試，計算文本中的單字詞 斷句不

確定性指標以及區塊不確定性指標。

斷句模型建立階段

主動學習實施階段

使用主動學習選擇方法選擇文本區塊，並由專家

對該區塊給予斷句標註，完成後將該區塊加入到

下一回合的訓練資料中。



特徵模板與演算法之評估實驗設計

依序文本組 主動學習組

演算法 隱性馬可夫模型 條件隨機場
雙向長短詞詞神經

網路模型

特徵模板 無

三字詞
特徵模板

無
二字詞

特徵模板

選擇文本區塊 依序文本 主動學習

建立斷句標註 給予已知文本

使用文本
維基文庫版的「峴泉集」
 

貝氏
邏輯回歸
最大熵



條件隨機場三字詞 + 特徵模板



主動式學習斷句系統之預測效能評估實驗設計 
實驗對象
六位具備古漢語知識的人文學者。
 
使用文本
維基文庫版的「峴泉集」
 

閱讀原本全文

專家給予斷句標註

顯示區塊不確定指標

系統選出區塊不確定指標最低的區
塊

給予且說明判讀比較分析結果

進行訪談

區塊被標註完

是

否

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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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主動式學習的古漢語文本斷句系統

● 採用python+javascript
● 具備CRF(條件隨機場)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 具備不確定抽樣方式的主動學習文本選擇模式

● 顯示預測標註

● 可以自行上傳文本

● 可以輸出(儲存)斷句結果



基於主動學習的斷句解讀工具

資訊區

功能區

閱讀區



實際操作



未來方向

● 加入筆記、交互參照、外部工具查詢功能

● 加入會員系統

● 自動儲存、雲端儲存

● 調整介面設計

● 與本實驗室的數位文本資料介接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