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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的AI是情緒辨認人工智慧，動機是有時候人與人在溝通中容易產生誤會，造成我們無法了解他人想表達的東西
，或是錯誤理解他人的情緒。所以如果使用人工智慧，在加上人為的判斷，在辨識情緒上就能更加準確，尤其是用在
醫療或心理輔導等容錯率較低的領域，不只能讓診斷更加精確，也可以減少人員的負擔。
要做人工智慧就先要了解人類是用什麼方法來辨識情緒，主要分成兩個方面，一是透過口語表達，二是透過非口語表
達。口語表達是透過對方的語言了解他的情緒，如語氣、傳達的內容、使用詞語的強烈程度等。非口語表達是透過觀
察到對方的臉部表情、肢體的動作、行為等。
這樣的分析看起來很理想，但每個不同的人對於情緒的感受及其表達的程度也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產生落差，比如較
內向的人就算很生氣，臉部的表情卻跟平常一樣；或是各個不同區域的人對於語言使用的程度上也會有落差，而且同
一句話本身可能也會包含不同的涵義，這樣我們又可以從哪個角度去辨認這些差異。
我覺得或許情緒辨認要從整體去觀察，而不能單就語言或動作就做出判斷，而這樣整體觀察的複雜度又比細分之後有
著更多的組合。所以我想做的是把現有的人工智慧技術整合起來，做一個能進行全面性、不會忽略任何細節的情緒辨
識。
目前人工智慧已經有運用純語音辨識情緒，人臉辨識及計算臉部表情所傳達的各種情緒程度，若再加上肢體語言辨識
系統，那就能對人的情緒進行全面性的評估。比如語言聽起來似乎是正向的，臉上卻露出邪笑、眼神飄移，那對方就
有可能有壞的打算或是在說謊。
情緒辨識人工智慧在未來可以運用在很多地方，除了醫療服務、長期照顧、商業模式、人員管理等，或是與其他的人
工智慧做結合。透過不斷進化人工智慧的過程，也促使人類追根究底，到底什麼才是人類的本質，而人類又是如何能
被取代，或是有什麼東西是無法被取代，以及所謂價值到底為何，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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