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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專題報告在致理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所撰寫。

專題名稱：致理畢業小幫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專題提要，授予致理科技大

學，得重製成電子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

網路及 科技網路連線，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光碟或紙本重

製發行。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專題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

定 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

各種方 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不

限時間與地 域，惟每人以一份為限。並可為該圖書館館藏之一。

本論文或專題因涉及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申請，請將本論文

或 專題全文延至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後再公開。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

行 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

學術 研發利用均為無償。

(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同意 □不同意

學生簽名：
(親筆正楷簽名)

指導老師姓名：
(親筆正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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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題報告名稱：致理畢業小幫手

隨著現代科技的演化，使許多商店紛紛將客服服務雲端

化、智慧化。而近年來高居不下的房租及人力成本使許多企

業經營困難，也導致部分公司為了減少成本而使人力精簡化。

採用線上客服，可以有效率的過濾客人遇到的問題，並且給

予最即時的回應，也可以節省人力資源上的開銷。

本專題使用 AI 人工智慧結合資料庫對致理科技大學的

畢業門檻做進一步的運用，導入畢業門檻規則針對致理的學

生提供幫助。提供各模組簡介讓大一新生更了解自己可能感

興趣的課程，幫助他們在選擇模組課程時，可以選擇到更適

合自己的課程。提供大一到大四學生進行畢業門檻健檢，幫

助他們對畢業門檻更加認識，並且即時了解自身所缺乏的畢

業門檻，以達到準時畢業的成果。

關鍵詞：畢業門檻、line 對話機器人、人工智慧、AI、資料

庫

頁數：58 頁

校系別：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完成時間：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專題生：張家菱、曾紹恩、魏靖元、林文瀚、張盛閎、盧彥

鈞

指導教授：陳光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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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現今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的畢業門檻中的模組規則，必須透過資管系網

站的畢門檻連結了解相關訊息，不過連結資料內容幾乎是多個文字電子檔，資料

的內容繁瑣，為了瞭解所有規則需同時下載多個檔案，而我們希望透過對話機器

人的方式，讓大家快速了解模組的資訊以及未來的方向。

二、 研究動機

動機一:
系上時常透過畢業門檻連結公布每一屆的模組標準，不過要了解資訊必須下

載多個檔案，希望透過對話機器人的方式，來解決多個檔案的問題，也能快速了

解相關資訊解惑。

動機二:
由於門檻中有一項模組，內文也相當繁瑣，導致在大一升大二學生不清楚該

選擇哪個模組，因此希望能透過對話機器人來指引學生的方向，也不會因不了解

各個模組課程，而造成未來後悔選擇現在的模組。

動機三:
選擇使用對話機器人來解決這些問題，原因是現在 LINE 應用程式使用的十分

普遍，只要透過 google play 就能下載 LINE 來使用，再透過 QR Code 加入群組，

就能開始詢問模組相關訊息，也能提升大家了解模組詳細資訊的意願。

三、 研究目的

根據學生的需求配對出他們重視的地方，希望能讓大家有效率的查

詢了解，也不會後悔未來的選擇，而導致來不及轉換模組。團隊透過

LINE BOT 的功能，透過對話的方式來做測驗，讓大家從中了解自己可

能適合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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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縮寫為 AI）亦稱為智械、機器智慧，指由人製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

出來的智慧。通常人工智慧是指透過電腦程式來呈現人類智慧的技術。該詞也指

出研究這樣的智慧系統是否能夠實現，以及如何實現。同時，通過醫學、神經科

學、機器人學及統計學等的進步，常態預測則認為人類的很多職業也逐漸被其取

代。

人工智慧的研究是高度技術性和專業的，各分支領域都是深入且各不相通的，

因而涉及範圍極廣。人工智慧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技術問題。其分支領域主要集

中在解決具體問題，其中之一是，如何使用各種不同的工具完成特定的應用程式。

AI 的核心問題包括建構能夠跟人類似甚至超卓的推理、知識、規劃、學習、交

流、感知、移物、使用工具和操控機械的能力等。

人工智慧目前仍然是該領域的長遠目標。目前弱人工智慧已經有初步成果，甚

至在一些影像辨識、語言分析、棋類遊戲等等單方面的能力達到了超越人類的水

平，而且人工智慧的通用性代表著，能解決上述的問題的是一樣的 AI 程式，無須

重新開發演算法就可以直接使用現有的 AI 完成任務，與人類的處理能力相同，但

達到具備思考能力的統合強人工智慧還需要時間研究，比較流行的方法包括統計

方法，計算智慧和傳統意義的 AI。

目前已有大量的工具應用了人工智慧，其中包括搜尋和數學最佳化、邏輯推演。

而基於仿生學、認知心理學，以及基於概率論和經濟學的演算法等等也在逐步探

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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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ChatBot）是經由對話或文字進行交談的電腦程式。能夠模擬人類

對話。

聊天機器人可用於實用的目的，如客戶服務或資訊獲取。有些聊天機器人會搭

載自然語言處理系統，但大多簡單的系統只會擷取輸入的關鍵字，再從語料庫中

找尋最合適的應答句。目前，聊天機器人是虛擬助理（如 Google 智能助理）的一

部分，可以與許多組織的應用程式，網站以及即時訊息平台(Facebook Messenger)

連接。非助理應用程式包括娛樂目的的聊天室，研究和特定產品促銷，社交機器

人。

目前聊天機器人廣泛運用於即時通訊平台，例如臉書 Messenger，WeChat，LINE，

以娛樂、零售行銷、以及客服為目的。此外，即時通訊平台提供易於整合的 webhook，

使得第三方開發商易於可通用於不同通訊平台之聊天機器人。這些軟體機器人以

客服的身份出現或是成為團體聊天的一員。有些即時通訊的機器人可以連接外部

資料庫，提供使用者新聞，氣象，導航，電影放映時間，股價等資訊。達美樂、

必勝客、迪士尼、 Line、樂高、亞尼克、全食超市等都已推出各自的聊天機器人，

以便與終端消費者增進交流，推銷公司的產品與服務，並且讓消費者訂貨更加方

便。2016 年，觀光業的一些旅行社和航空公司透過 Messenger 推出了聊天機器人

的服務，墨西哥航空利用人工智慧售票、回答問題，墨航和荷蘭皇家航空並且提

供航班資訊，處理乘客報到，發出行動登機證，推薦旅館、餐廳、目的地行程。

中國的旅行社在此之前已用 Wechat 提供這些服務。

而於 2020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台灣衛生署提供即時確診數及相關新聞在通

訊軟體 LINE 上的應用，及民間開發武漢肺炎 Chatbot 提供民眾口罩購買資訊，利

用通訊平台的聊天機器人，幫助民眾了解疫情時期的最新消息及各項新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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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內容與方法
主要是讓學生快速了解各模組的走向，也能清楚知道自己偏向哪個模組和未來

要修的課程。

一、研究流程與架構

圖 3-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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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對話機器人初步流程圖

圖 3-2 初步對話機器人流程圖

2.繪製問題對話流程圖

圖 3-3 問題流程圖(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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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問題流程圖(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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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問卷調查

透過設計的問卷調查，大家對於對話機器人的使用狀況，得以了解對於那些功

能有所疑慮，能去做更近一步的修正，或者還缺少了什麼功能等等問題。

圖 3-5 問卷問題圖

圖 3-6 問卷問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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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問卷問題圖

圖 3-8 問卷問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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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問卷問題圖

圖 3-10 問卷問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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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卷結果探討

圖 3-11 問卷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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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問卷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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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卷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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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卷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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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卷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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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卷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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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驗結果與設計

一、聊天機器人選項

圖 4-1 聊天機器人選項

二、模組介紹:

圖 4-2 模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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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模組適性分析

三、模組分析例子:

圖 4-4 模組分析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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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門檻:

圖 4-5 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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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手一機」已漸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使用者

橫跨全部的年齡層,使用率極為普遍,手機的分類也從「家電類」轉成一種「消

耗類」的型態,高淘汰率造成產業無限的商機。由於雲端技術持續成長,行動 App

開發者將會設計出更多以雲端驅動的 App,優勢在於可以在不佔用手機容量的

情況下,更快速、容易地獲取資料。手機中安裝一堆佔容量、使用頻率低的 App

是許多人共同的困擾,即時 App 指的是在傳統 App 中增加 Instant 支援,當需

要某個手機內沒有的 App 功能時,系統會在後台下載並自動跳轉至對應的模

組。智慧家居、智慧城市、智慧醫療等物聯網概念持續成長,目前大多數的物聯

網裝置現在都由手機控制,未來隨著像是 VR 頭盔、智慧手錶、智慧眼鏡等穿戴

裝置持續增加,物聯網的應用延伸到辦公室、醫療、工業應用,相對應的手機 App

也會越來越多。對話式體驗、聊天機器人持續成為趨勢,企業在 LINE、hatsapp、

Messenger、Skype、WeChat 中導入聊天機器人,能提供 24 小時、不輸真人的

個人化客服。以 Facebook Messenger 為例,平台上約有 2000 萬個企業希望透

過聊天機器人觸及到更多潛在客戶。此外在現有 App 中導入 Watson、Amazon

Lex、Facebook Messenger Bot、Kik 等,具備自然語言理解的對話工具,也能創

造不同以往的用戶體驗。

二、未來展望
目前開發至此，相關的功能已逐步上了軌道，會想開發此聊天機器人是因為組內

同學在相關求學概況來說並不是很理想

，還有聽聞學弟妹為此狀況相當的煩惱，對於相關的資訊管道覺得只有班導師跟

學校公告是不夠的，且同學也有可能聽完就忘，導致火燒屁股或無法挽救的慘況，

而學校所推廣的致理 I生活老實說對於同學來講只是個請假工具，比起 LINE 來說

也很難貼近生活，並且學校軟體已開發得差不多，學生所能參與得也有限即使開

發到現在也只有 For 資管科系，其他科系因時間緣故而無法補完只能藉由後續組

員繼續補充並交由學弟妹們繼續擴展此聊天機器人。

chatbot 是當下 AI 最火的分支之一，現在以及接下來的幾年裡，它們將在生活中

越來越普及，在服務中也愈加隱形。新型及創新性的用戶案例可以幫助 chatbot

在多個領域提高使用性能，更好地服務於用戶。當然，真正的問題是，chatbot 是

否可以滿足用戶的期待，以及是否可以說服習慣於真人聊天的用戶轉而使用機器

人——如，Facebook 將 chatbot 集成到其 Messenger 應用中，讓企業可以在上面

與他們的客戶進行 hu；亞馬遜 Echo 可以讓用戶使用 chatbot 來打開音樂播放器或

者支付信用卡帳單，達美樂披薩可以讓顧客通過社交媒體下訂單。

如果我們回顧 AI 領域在過去 50 年的演變與發展，最大的成就莫過於為 AI 研究開

天闢地的算法。並且隨著普及與應用，比如瀏覽器搜索算法，我們不再將它視為

AI。我們在 chatbot 中看到了同樣的趨勢，因為這些算法正在運用於更多的地方，

而不僅在你所知的聊天軟體中。確實，在未來的 10 年內，我們將不會覺得 chatbot

有何特別之處，而是將它視為類似 app 或是亟待想像的一種黑科技那樣，習以為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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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連結圖片來源：（AI FOR PEOPLE）

[3] 八張圖，一次搞懂人工智慧的現在、未來，及對你工作的影響

文・劉奕酉新聞連結

[4]聊天機器人 by 維基百科

聊天機器人 Wiki Link

[5] 打造 Line 對話機器人 By 陳佳新

appcoda 連結

[6] 對話機器人未來展望

https://kknews.cc/zh-tw/tech/bx44a6m.html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A%BA%E5%B7%A5%E6%99%BA%E8%83%BD
https://makerpro.cc/2019/05/introduction-to-ai/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743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1%8A%E5%A4%A9%E6%A9%9F%E5%99%A8%E4%BA%BA
https://www.appcoda.com.tw/line-chatbot-sdk/
https://kknews.cc/zh-tw/tech/bx44a6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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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專題 【放置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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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執行計畫表】

組 名第 12組

組

員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資四 B 10610204 張家菱

資四 B 10610226 曾紹恩

資四 B 10610250 魏靖元

資四 B 10610251 林文瀚

資四 B 10610253 張盛閎

資四 B 10610254 盧彥鈞

選
定
合
作
單
位

名 稱

負 責

人
聯絡人

電 話 電 話

地 址

業務描述

有介於目前同學以及學弟妹們的學習狀況，相信有許多準備升

二年級以及三年級的同學對於自己實際要進入哪個模組，或者

相關的畢業門檻還是有相當多的疑問，並且對於網站上載明的

項目也不是非常了解然後對自己系上的老師跟系辦也不是那

麼好開口，所以打造出相關的聊天機器人來幫助同學解惑。

專 題

名 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專題資訊系統功能描述

主要目的是可以讓同學，使用智慧型手機裝置，就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 都

可以透過聊天機器人查詢自己模組的狀況以及畢業門檻，操作介面簡單好操作，

不會太過於複雜，簡單幾個按鈕就可以完成，以對話方式呈現個人相關模組狀況

及相關年度畢業門檻，讓同學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模組志向及畢業門檻。

指 導 老 師

簽 名
日 期 109 年 10 月 25 日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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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工作分配表】

組 名第 12組 填寫人林文瀚

專 題

名 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

期
2020年 8月 13日

主

要

編

號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主要成員姓名 主要成員姓名
總

時

數

林

文

瀚

張

家

菱

魏

靖

元

盧

彥

鈞

曾

紹

恩

張

盛

閎

1 專題企畫及起草 v v v v v v 33

1-1 制定方向與製作類型 v v v v v V 6

1-2 討論主題與組員分配 v v v v v v 5

1-3 製作問卷與統計 v v V 10

1-4 文獻探討及相關資料收集 v v v 12

2 系統規劃與設計 39

2-1 系統設計表 v v 8

2-2 活動圖 v v v 3

2-3 資料流程設計 v v 10

2-4 開發工具研究 v v 18

3 系統開發 v v 22

3-1 模組撰寫 v v v 4

3-2 相關資料建置 v v v 10

3-3 功能設計與介面設計 v v 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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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編

號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主要成員姓名 主要成員姓名
總

時

數

林

文

瀚

張

家

菱

魏

靖

元

盧

彥

鈞

曾

紹

恩

張

盛

閎

4 測試維護 v v 15

4-1 系統測試 v v v v 6

4-2 測試偵錯 v v v v 4

43 維護更新 v v V 5

5 專題發表準備 v v v v v v 36

5-1 簡報製作 v v v 18

5-2 文件彙整 v v v v 16

5-3 專題發表 v v v v 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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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TT 圖】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109 年 10 月 28 日

GANTT圖
下圖為此專案的 GANTT 圖(甘特圖)，長條圖代表工作階段，長度代表執行時間

之長短 ,用不同顏色代表工作性質。

1. 淡綠色的長條圖為「專案起草」工作，長度為 1.28 週工作時間。

2. 土黃色長條圖為「需求分析」工作，長度為 6.57 週工作時間。3. 黃色長條圖為

「系統分析」工作，長度為 2.85週工作時間。4. 紅色長條圖為「系統設計」工作，

長度為 1週工作時間。

此專案從 2020 年 8/13 日開始，預計在 2020/10/31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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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清單】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LINE BOT

開發 LINE Bot 精確講是開發導引 LINE Bot 溝通的程式，導引的

方法是串接存放 LINE Bot 的 LINE 平台伺服器所開放的 LINE

Messaging API ，達到的方法為二，最原始的是利用 Webhook 接

口監聽再以 RESTful 來向 LINE 伺服器的 LINEMessaging

API 發送，而更常見的方法是透過 LINE 所提供的 SDK。主體流程

下是當用戶對 LINE Bot 動作後，後者會將該動作包裝成事件傳遞給

導引程式，合理情況下該程式要在最終包裝好一組信息做出一次性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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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清單】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LINE Offical Account mangerment

LINE官方帳號服務是可讓您於 LINE應用程式內開設屬於自己的官方

帳號的服務。

使用 LINE官方帳號服務時，系統會透過一般用戶於 LINE應用程式中

的使用傾向推測用戶屬性，您可有效利用用戶屬性傳送合適的訊息給

目標客群用戶。

運用Messaging API功能可讓您更有效推廣公司資訊或與外部系統相

互連結。

同時，針對特定用戶或特定用戶群傳送客製化訊息，將可建立與客戶

間建立良好溝通管道，有效拉近彼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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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清單】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VISIO

Office Visio 是 Office軟體系列中的負責繪制流程圖和示意圖的軟體，是一

款便於 IT和商務人員就復雜信息、系統和流程進行可視化處理、分析和交流的軟

體。使用具有專業外觀的 Office Visio 圖表，可以促進對系統和流程的瞭解，深

入瞭解復雜信息並利用這些知識做出更好的業務決策。

Microsoft Office Visio幫助您創建具有專業外觀的圖表，以便理解、記錄和

分析信息、數據、系統和過程。

大多數圖形軟體程式依賴於結構技能。然而，在您使用 Visio 時，以可視方式傳

遞重要信息就像打開模板、將形狀拖放到繪圖中以及對即將完成的工作應用主題

一樣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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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計畫表】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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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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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紀錄表】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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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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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圖】

組名 第 12 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名

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藍圖

●下表為使用者聊天紀錄藍圖，有左至右分別為項目編號、分類名稱、

項目名稱、項目內容。

使用者紀錄藍圖
致理畢業小幫手

項目編號 分類名稱 項目名稱 項目內容

0000001 模組分析 適性分析 分析結果
0000002 模組介紹 電商模組 模組內容
0000003 畢業門檻 畢業學分 詳細畢業內容
0000004 問卷回饋 滿意度 滿意度

總統計圖

統計

月份

問卷答覆 適性分析 模組介紹 問卷滿意度

8 0 0 0 0

9 17 50 58 70.3%

10 20 64 66 72.8%

11 0 0 0 0



39

【藍 圖】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9 月 3 日

藍圖

系統開發部資料表(系統開發部名稱、系統開發部代號)

使用者資料表(使用者名稱、使用者代號)

聊天機器人資料表(模組分析、模組介紹、畢業門檻、問卷回饋)

致理畢業小幫手
系統開發部及使用者雙方資訊交換表

使用者序號:___A_____ 使用日期:_B_______

系統開發部(甲方) 使用者(乙方)

系統開發部名稱:C 使用者名稱:F

系統開發部代號:D 使用者代號:G

系統開發部電話:E 使用者電話:H

模組分析 模組介紹 畢業門檻 問卷回饋

I J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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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詞彙】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編號 欄位名

稱

長度/型態 鍵 格式 範例

A 使用者

代號

Char(5) V 00001~9999 00001

B 使用者

名稱

VARchar(5) 林文瀚

C 模組分

析結果

VARchar(10) 你適合

OO 模組

D 畢業門

檻

VARchar(10) 總畢業

學分數

E 問卷滿

意度

VARchar(10) 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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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圖】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名

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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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圖】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名

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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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畫面編號 0 畫面名稱 聊天機器人主畫面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加入聊天機器人之後的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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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畫面編號 1 畫面名稱 模組介紹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選模組介紹進入三門模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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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畫面編號 2 畫面名稱 模組分析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擊模組分析進行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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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畫面編號 3 畫面名稱 畢業門檻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擊畢業門檻進入畢業門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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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操作手冊】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5 日

畫面編號 4 畫面名稱 問卷回饋

系

統

畫

面

操

作

說

明

點擊問卷反饋進行滿意度及反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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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相關計畫】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23 日

一、 測試規劃

針對系統個功能進行測試規劃，各項測試之內容如下：

系統功能測試 說明

加入聊天機器人測試 加入聊天機器人帳號並進入頁面

模組介紹按鈕測試 點選模組介紹並出現三種模組

模組適性分析測試 點選模組分析並進行測驗

畢業門檻按鈕測試 點選畢業門檻並出現內容

問卷回饋按鈕測試 點選問卷回饋並進入問卷

二、 測試結果

由開發人員進行系統測試，依照測試結果來解決問題，並測試至系統功能正常:

系統功能測試 說明

加入聊天機器人測試 正常

模組介紹按鈕測試 正常

模組適性分析測試 正常

畢業門檻按鈕測試 正常

問卷回饋按鈕測試 正常



49

【專案結案報告】

組名 第 12組 填寫人 林文瀚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填寫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針對專案完成過程摘要說明)

在本次專題報告中，從最早期的企畫書到後來的程式撰寫以及

最後將系統規劃書完成，可以說是歷經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並

且幾經波折，從一開始決定接續學長們的題目到目前為止的成

果真的是煞費苦心而且與指導老師反覆討論後，才終於完成了

本專題。

這次的致理畢業小幫手概念是開發出一套以後同學跟學弟妹

們能為了相關模組及畢業門檻的事而煩惱或是不解

並且這次我們的專題是由陳光澄老師與楊志偉老師及其邀請

的業師合作完成的專題，這過程中也學習到了與平時課堂上所

不能學到的內容，並在此感謝有這樣的機會能學習以及指導並

完成此專題。

已於 109 年 11 月 24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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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會議

編號
M1

召集人

兼主席
林文瀚 紀錄者 張家菱

討論

主題
專題起草

會議

時間

2020 年 8 月 13 日

會議

地點

線上討論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無 無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1.工作分配

2.主題構想

3.使用者需求填寫

1.填寫使用者需求書

林文瀚

盧彥鈞

魏靖元

張家菱

曾紹恩

張盛閎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1.討論專案主題

2.探討使用者需求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1.訂定組名

2.決定專案名稱及主題

請簽名 林文瀚 請簽名盧彥鈞 請簽名魏靖元 請簽名張家菱 請簽名曾紹恩 請簽名張盛閎

下次會議
召集

人

林文瀚
紀錄者 張家菱

時間 2020 年 9 月 10 日

地點 線上討論

預 定

討論主題
需求分析

指導老師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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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會議

編號
M2

召集人

兼主席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討論

主題
需求分析

會議

時間

2020 年 9 月 10 日

會議

地點

線上討論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訂定組名

2.決定專案名稱及主題
訂定專題名稱”治理畢業小幫手“以及

討論專題目標。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完成專題目標規劃、以及製

作專題問卷

1.以引導選課先為目標

2.如何引導使用者做互動 情境

規劃(選擇)

3.整個畢業的規則 了解清楚

4.UCAN 性向測驗 職業

林文瀚

盧彥鈞

魏靖元

張家菱

曾紹恩

張盛閎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與業師完成第一次線上會議 並列出四個執行目標

1.以引導選課先為目標

2.如何引導使用者做互動 情境規劃(選擇)

3.整個畢業的規則 了解清楚

4.UCAN 性向測驗 職業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下次會議之前完成分工配置。

請簽名 林文瀚 請簽名盧彥鈞 請簽名魏靖元 請簽名張家菱 請簽名曾紹恩 請簽名張盛閎

下次會議
召集

人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時間 2020 年 9 月 17 日

地點 線上討論

預 定

討論主題
Line bot 雛形設計、重要元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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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會議

編號
M3

召集人

兼主席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討論

主題
Line bot 雛形設計、重要元件製作

會議

時間

2020 年 9 月 17 日

會議

地點

線上討論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下次會議之前完成分工配置。

完成人員分工配置，

程式組：盧彥鈞、魏靖元

企劃組：林文瀚、張家菱、曾紹恩、張盛閎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與業師討論並製作出 line

bot 基本雛型與基本元件，

並討論出專題方向。

Line bot 基本雛型建置、與重要

元件設定

盧彥鈞

魏靖元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1. 要符合哪個專題門檻，需要再請教智偉老師。

2. 已和同學討論，專題雛形會採用 line bot 方式呈現。

3. 建議先使用 line office account 管理後台製作 line bot 雛形。

4. 今天以和同學說明幾個重要的元件如何製作。

5. 預計下週一可先看到單純元件串起來的樣子。

6. 要完成的項目包含：歡迎語、機器人頭像、圖文選單以及使用自動回覆

讓使用者可透過點擊按鈕或輸入關鍵字，得到最後步驟的結果。

7. 機器人在後台設定完即可測試，請同學隨時有進度，就在群組中跟大家

說，我會進去看做的成果，不用等到下次開會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預計下週一要完成歡迎語、機器人頭像、圖文選單以及使用自動回覆讓使用者可

透過點擊按鈕或輸入關鍵字，得到最後步驟的結果。

請簽名 林文瀚 請簽名盧彥鈞 請簽名魏靖元 請簽名張家菱 請簽名曾紹恩 請簽名張盛閎

下次會議
召集

人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時間 2020 年 9 月 27 日

地點 線上討論

預 定

討論主題
問卷製作（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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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會議

編號
M4

召集人

兼主席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討論

主題
問卷製作（企劃組）

會議

時間

2020 年 9 月 27 日

會議

地點

線上討論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預計下週一要完成歡迎語、機器人

頭像、圖文選單以及使用自動回覆

讓使用者可透過點擊按鈕或輸入

關鍵字，得到最後步驟的結果。

已完成初步 line bot 建置，並將文字

部分選單優化，並完成模組介紹的部分。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與業師討論並製作問卷
完成問卷製作配合程式組同學製

作機器人後台

林文瀚

張家菱

曾紹恩

張盛閎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設計問卷內容並於 29 日前完成問卷的製作。

程式組配合討論問卷並且針對問卷設計 line bot 後台。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無

請簽名 林文瀚 請簽名盧彥鈞 請簽名魏靖元 請簽名張家菱 請簽名曾紹恩 請簽名張盛閎

下次會議
召集

人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時間 2020 年 9 月 30 日

地點 線上討論

預 定

討論主題
階段性進度回報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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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會議

編號
M5

召集人

兼主席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討論

主題
階段性進度回報與修正

會議

時間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會議

地點

線上討論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設計問卷內容並於 29 日前完成問

卷的製作。

程式組配合討論問卷並且針對問

卷設計 line bot 後台。

已完成問卷設計並配合程式組同學進

度。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整合兩組的進度並修正錯誤

內容。

整合兩組的進度並修正錯誤內

容。

林文瀚

盧彥鈞

魏靖元

張家菱

曾紹恩

張盛閎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程式組進度:

更新機器人名稱、圖文選單的圖片新增文字、新增模組問答、

模組選課推薦。

企劃組進度：完成模組適性 Q&A、流程圖、以及完整問卷。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無

請簽名 林文瀚 請簽名盧彥鈞 請簽名魏靖元 請簽名張家菱 請簽名曾紹恩 請簽名張盛閎

下次會議
召集

人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時間 2020 年 10月 15日

地點 線上討論

預 定

討論主題
問答修正、與 line bot 內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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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專題

名稱
致理畢業小幫手

會議

編號
M6

召集人

兼主席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討論

主題
問答修正、與 line bot 內容修正

會議

時間

2020 年 10月 15 日

會議

地點

線上討論

上

次

會

議

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無」
完成大部分問卷問答以及line bot的多

種項目建置。

本

次

會

議

本週工作進度 本週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提升問卷設計的互動，並且

對內容去做改善，避免學生

音問答複雜而失去耐心。

問券設計、以多頁訊息＋關鍵字

觸發自動回應實作問卷、加好友

歡迎語、預設回覆、圖文選單

林文瀚

盧彥鈞

魏靖元

張家菱

曾紹恩

張盛閎

本

次

會

議

內

容

1. 互動性不夠以及希望可以加入語音輸入。->由於目前基本功能尚未完

成，僅有「資訊呈現」型的互動，建議先將主功能完成後，同時也思考是

否可增加其他互動性，例如：自然語言或語音互動。

2. 問卷設計方式需調整，改以性向測驗的類型。

3. 問卷題目不宜太多，會讓使用者沒耐心，建議 5題左右比較合適。

4. 問卷的答案顯示按鈕可以為是或否，但是每題的每個按鈕點下去後送出

的文字皆要不相同，這樣才能設定自動回覆用關鍵字來觸發。

5. 加入好友的歡迎語及無法理解的回應（預設回答），要調整排版、加入

emoji 以及最好可以帶出圖文訊息或多頁訊息，增加可閱讀性。

6. 圖文選單加上模組適性測驗的區塊。

7. 開啟圖文選單的字樣要修改及加入 emoji，並設定預設開啟。

決議事項 （與主席裁示）

今天討論完後待完成的清單：

a. 問卷設計

b. 以多頁訊息＋關鍵字觸發自動回應實作問卷

c. 加好友歡迎語

d. 預設回覆（不理解時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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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圖文選單

請簽名 林文瀚 請簽名盧彥鈞 請簽名魏靖元 請簽名張家菱 請簽名曾紹恩 請簽名張盛閎

下次會議
召集

人

林文瀚
紀錄者 曾紹恩

時間

地點 線上討論

預 定

討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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