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文法校正

Grammar Correction

110034545  張芳綺



CONTENTS

目錄

結論與改善方向
4

Case Study
3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方法
2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PART



研究
動機

研究
目的

在進行英文寫作時常常會犯一些文法上的小錯誤，若無細心

檢查或對文法不熟悉可能會繼續使用錯誤的語句而不自知

研究動機與目的

訓練一個能夠進行文法除錯的模型，輸入錯誤的英文句子後能

夠輸出校正過後文法正確的英文句子，節省人工檢查的時間與

成本



Who 進行英文寫作者或

文法校正人員

What 進行英文文法校

正除錯

5W1H

Where 要進行文法除錯

的任何地點

Why 自動偵測錯誤並

校正，節省人工

成本

When 當文法有錯誤時

How 深度學習(Seq2Seq、

L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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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2Seq 架構 LSTM

Seq2seq架構也被稱作encoder-decoder 

framework。Encoder把輸入的文字轉換成機器

理解的context vector，Decoder把context 

vector轉換成我們能理解的文字。

研究方法

此架構串連兩個LSTM隱藏層，一個隱藏層
擔任編碼器(encoder)的角色，以LSTM處理，
但不管輸出，只保留記憶狀態(State)，讓另
一個隱藏層使用，另一個隱藏層額外再考慮
前文，兩者綜合起來，預測下一個翻譯的字，
這個機制為解碼器(de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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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描述
 共有153182組句子

 前一句為錯誤文法，後一句為正確文法

 錯誤文法的句子中共有41936個相異單字

 正確文法的句子中共有41713個相異單字



實作流程步驟

4. Decode2. Word to vector1. 資料預處理 3. Encode

將embedded 
data丟入encoder
(LSTM1)

 output 一個
context vector 

將context vector
丟入decoder 
(LSTM2) 

 decode 出
target sentence

文字轉數字
 padding
處理dirty data

用word2vec實作
embedding_layer

數字轉向量



資料預處理
將文本資料讀進來後把錯誤句子(input)和正確句子(target)分開存取
把錯誤句子和正確句子中所有出現過的單子用dictionary分開存取
target句子部分要加上<Start>、<End>的標籤
用np.zeros 的方式將句子做padding，保證每個句子長度一樣



將句子單字根據dictionary 來轉換成數字的形式，其中 0 代表沒有意義
Dirty data 的清理：因為原本的資料集中屬於正確文法的句子裡也有一些錯誤，
所以手動進行糾正，把discuss、explain、mention、describe後的about刪除

資料預處理



Word to vector

利用pretrained好的word2vec模型來實作embedding_layer
將已經轉為數字的句子單字當作input丟入embedding layer 轉換
成向量



Encode and Decode

Encode：將embedded data當作input丟入encoder (LSTM1)
後output 一個 context vector 

Decode：將context vector丟入decoder(LSTM2) decode出
target sentence



研究
動機

研究
目的

模型架構
兩層Input layer，兩層Embedding layer，兩層LSTM，一層Dense
 Encoder：input_1、embedding_1、lstm_1
 Decoder：input_2、embedding_2、lstm_2、dense_1



模型訓練成果 —30個epoch



模型訓練成果 —短句



模型訓練成果 —長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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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改善方向

從成果可以看出目前的模型在短句的表現成果較佳,
長句的處理沒辦法準確的更改錯誤, 也可能直接改變
原本的語意。

在訓練時限制句子長度或再訓練多一點epoch可能
會訓練得更好。

可能可以增加attention layer幫助模型專注在應該
專注的地方。

可能可以把LSTM換成Transformer來提升效果,或是
參考google的bert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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