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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AI 輔助手寫卷閱卷系統 

一、摘要 

 本研究旨在開發選擇題手寫卷的自動閱卷與成績登記系統，以減輕小老師與教師在小

考閱卷及成績登錄上的負擔。為改善選擇題手寫卷的閱卷方式，本研究結合手寫字辨識技

術、雲端成績登記存放及網頁式查詢三大功能，開發 AI 輔助手寫卷閱卷系統。使用者設

定考試相關資訊(如考試名稱與標準答案)，並上傳答案卷影像，即可透過系統自動辨識答

案且計算成績，並將結果即時傳送至雲端資料表，供教師透過網頁查詢。本研究成果可有

效降低人工閱卷負擔，提升成績管理的即時性與便利性，期望為校園提供更高效的閱卷與

成績登記方式。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每當段考將至，課堂上的小考頻繁進行，這些測驗雖然有助於鞏固學生的學習成效，

但大量的考卷堆積如山，無形中增加了老師與學生的壓力。傳統上，最簡便的批改方式是

讓學生互相交換改卷，然而此方法不僅佔據寶貴的五到十分鐘課堂時間，還容易因判斷錯

誤影響成績的公平性。另一種方式則是由小老師或任課教師親自批改，但這往往耗費大量

時間與精力，尤其在段考前夕，師生們本就時間緊迫，更進一步加重心理負擔。此外，改

完考卷後，還需逐一登記成績，使整個流程更加繁瑣。 

 在國、高中學習階段，本組發現多數小考以選擇題為主，正式段考時通常透過電腦讀

卡進行閱卷。然而，讀卡機專用紙價格高昂，且學校讀卡機數量有限，因此無法廣泛應用

於日常小考。在資訊科技概論課程中接觸到 AI 技術，進而萌生運用 “AI 手寫字辨識技

術”於專題研究的想法，希望藉此讓選擇題閱卷變得更加高效與便捷。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本研究計畫開發一款簡單易用的系統，使考卷批改及成績登記變

得更快速且準確，大幅降低批改錯誤的可能性。此系統不僅能協助教師迅速批改小考考

卷，還能自動記錄學生成績，節省大量時間與精力。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研究一開始鎖定閱卷對像為手寫選擇題的部份，收集好同學的手寫選擇題答案卷，拍攝

上傳至本閱卷系統，就能計算成績並存放在雲端提供師生讀取。 

(一)研究目的 

1．研究 AI 輔助手寫卷閱卷系統的運作概念與可行性。 

2．探討手寫辨識的 AI 技術與實際運作時預先影像處理之技術。 

3．實際架設網站將開發完成之 AI 輔助手寫卷閱卷系統發布為網頁模式。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問題與目標，提出以下三項假設： 

1．AI 系統能正確辨識手寫選擇題答案，準確率與人工閱卷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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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 AI 系統能縮短改卷及成績登記所需時間。 

3．系統提供的網頁查詢功能能提升教師查詢成績的便利性與滿意度。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本研究的目標是完成一套可自動批改手寫選擇題的系統，規劃的系統運作架構如下

圖，並依此架構分項完成。 

 

圖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系統開發邏輯與目標，設計以下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分為三大主軸：作

答區定位、作答辨識與成績處理、網頁平台建置與驗證使用。經收集相關資料及測試後本

研究採用 Tesseract OCR 技術來進行手寫字辨識。 

(一)作答區定位 

1．預先影像處理技術 

(1)對影像進行灰階處理、自適應二值化。 

(2) 並進行模糊化，再應用不同大小的 kernel 進行侵蝕與膨脹，以減少雜訊並修復字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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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文字辨識效果。 

2．定位作答區 

(1)為讓系統能自動定位作答區，本研究仿效 QR code 定位法，於答案卷周圍設置三個

「M」字型定位點。 

(2)使用 Tesseract OCR 的 image_to_boxes() 函數偵測三個 M 字座標，並透過演算法計算

作答區範圍。 

(3)為提升辨識準確性，採用影像模糊、侵蝕與膨脹技術以處理光線、字跡不清等影響。 

 

空白作答卷 灰階 二值化 

   

模糊化 膨脹與侵蝕 定位作答區 

  

 

圖 2 影像處理及定位作答區過程 

 

3．字元辨識與作答區計算 

(1)限定辨識字元為 M，以避免其他雜訊干擾。 

(2)根據三個 M 的座標，計算整體作答區位置與大小。 

(3)若偵測到無效 M 標記（尺寸不符），則自動過濾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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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個 M 的座標來計算作答區的相對位置 

作答區的起始 x 座標 為第一個 M (左上)的 x1座標。 

作答區的起始 y 座標 為第一個 M (左上)的 y2座標。 

作答區的寬度 為第一個 M (左上)的 x1座標與第二個 M (右上)的 x2座

標的距離。 

作答區的高度 為第一個 M (左上)的 y2座標與第三個 M (左下)的 x1座

標的距離。 

 

 

 

圖 3 作答區位置示意圖 圖 4 作答區格式 

 

(二)作答辨識與成績處理 

1．班級與座號辨識 

(1)根據座標擷取班級與座號區影像，透過影像處理及白名單限定方式進行數字辨識。 

(2)使用 Tesseract OCR 辨識每張答案卷的編號，便於成績對應與紀錄。 

2．各題答案辨識 

(1)依據使用者設定之題數與選項數，自動劃分每題答案區塊。 

(2)每個區塊進行灰階、二值化、侵蝕與膨脹處理，再用 OCR 限制辨識 A、B、C、D 四

個選項。 

(3)若初次辨識失敗，則自動微調區塊座標進行補償辨識，否則以「.」表示無效作答。 

3．答案比對與成績計算 

(1)完成作答辨識後，系統自動比對標準答案，計算總分。 

(2)作答結果與成績儲存至 Google 試算表供後續查詢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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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頁平台建置與驗證使用 

1．平台架設 

(1)使用 Flask 框架於 GitHub Codespaces 架設系統網頁，實現跨平台存取。 

(2)整合辨識程式與前端介面，使用者可直接上傳圖片並即時閱卷。 

圖 5 本研究網站系統 

2,.帳號系統設計 

(1)設定登入機制，使用 Google 試算表記錄帳號與使用者資料。 

(2)僅限開發階段授權帳號登入使用，保障資料安全性。 

3 考場資訊設定與查詢功能 

 提供使用者設定與查詢考場資料介面，連結試算表進行資料讀取與更新。 

(四)使用流程驗證 

 實際操作系統，包括上傳答案卷、自動閱卷、即時成績登錄與查詢，皆能正常運作。 

圖 6 考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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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上傳答案卷、自動閱卷、即時成績登錄與查詢 

 測試 40 份資料，班級座號區，共 200 個數字，錯誤字數 31 個字，正確率為 84.5%，

而答案區的部份，1000 個答案，錯誤字數 76 個字，正確率為 92.4%，正確率較高。閱讀

完 40 份資料總運算時數為 4 分鐘。 

 因為每個人的寫字習慣不同所以在進行初次測試時我們搜集了各種不同的字跡來進

行，結果顯示較工整的字體能較準確地被辨識。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一)傳統的登記及批改成績的方式因為是人工處理，所以師生雙方要確認成績都要人工傳遞

資料，而使用此系統就可以不需要人工批改跟登記成績。 

(二)將成績數位化並上傳至雲端後，可以取得成績的管道更為便利，並且因為小考成績立即

數位化後，使用者要再進一步分析學習成效就更容易達成。 

(三)目前測試過程，如果手寫字較歪斜或是潦草會無法成功辨識，如果要提升辨識率，還是

要收集大量手寫字體，進行訓練，才能有效解決這項問題。 

(四)在辨識答案之前，進行答案卷的拍攝擷取，因拍攝角度問題照片如果歪斜，定位作答區

之座標容易失敗，解決的方式可以在拍攝畫面加入輔助線，或是利用定位的三個 M 的三

個座標判斷歪斜情形，進行影像位置的校正。 

(五)加上可以穩定自動拍攝或掃描的功能，讓系統更往全面自動化的方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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