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教學實務分享 顏永進 / 20230209 

from zero to error hero

https://tiny.one/ai-rich2

sli.do
問題

1. 為什麼會開AI相關課程? 
2. 如何開課？利⽤哪些時段開課? 
3. 教什麼內容(content)? 
4. 怎麼教這些內容(delivery)? 
5. 有哪些好⽤的教學⼯具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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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1. 開課背景 

2. 課程經驗分享:選修 
3. 課程經驗分享:專題研究 
4. 課程經驗分享:營隊 
5. ⼼得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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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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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課背景

https://admin.sli.do/event/iyYBVyeu6DjVHMHbvRxroX/polls


個⼈背景

• ⼤學：教育 / Pascal
• 研究所：資訊教育(試題反應理論) / C
• ⽂組⽣、⼯作前沒有Python、AI非學術主流
• ⼼得：放任式的⾃主學習缺乏效率
• 總結：我都敢開了，各位就放⼼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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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
課
背
景

WHY
• 選修: VB / Swift(iOS App) / Python

• 專題研究
• 和AI做朋友

6

1.
開
課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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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的
A
I
相
關
課
程

年級 類別 學分 課程

⼀年級 必修 2 C++程式設計

⼀年級 選修 2 雷射切割與3D列印

⼀年級 選修 2 基礎程式設計

⼆年級 選修 2 APCS 與演算法

⼆年級 (上下)校定必修 4 校本特⾊課程

⼆年級 選修 2 資安實務

⼆年級 (上)選修 2 Python

⼆年級 (下)選修 2 AI

三年級 必修(電資學群) 4 進階程式設計(Python)

1,2年級 ⼀下、⼆上(數資/科學班) 2 獨⽴/專題研究

1. 對象
• 學⽣具備的先備知識: 學⽣有沒有學過程式設計? 有沒有學過

python? 數學能⼒如何?
• 學⽣的修課動機: 是被迫參加的必修? 還是⾃主參加的選修? 或
是半⾃主的學群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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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設
課
程
的
幾
個
考
慮
因
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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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設
課
程
的
幾
個
考
慮
因
素

1.理解基本AI運作原理
2.進⾏資料處理、實作
3.挑選合適模型解決問題
4.評估效能
5.解釋結果

WHAT: 教什麼 / HOW: 怎麼教
• 教學內容: 教材(⾃編/現成)、Python?
• 教學⽅式: 解說? 實作? 主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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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設
課
程
的
幾
個
考
慮
因
素

•選修: AI入⾨ 
•專題研究 
•⼈⼯智慧教育⾼中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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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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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AI入⾨

對象 內容 教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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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下 (已修⾼⼆上Python選修或⾃學)
• ⽬的: 

1.理解基本AI運作原理
2.進⾏資料預處理
3.挑選合適模型解決問題
4.評估效能
5.解釋結果

AI選修: AI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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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具備的能⼒
• 熟悉Python基本語法
• 變數、輸入、輸出
• 條件判斷、迴圈
• 熟悉Python特殊的資料型別
• Function (import, import from)
• 第三⽅模組的安裝/管理
• Numpy, Pandas, Matplotlib

先備知識(上學期PYTHON)選
修
: 
P
Y
T
H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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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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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Materials of Python
• Advanced Materials of Python

教材選
修
: 
P
Y
T
H
O
N

https://letranger.github.io/PythonCourse/PythonBasic.html
https://letranger.github.io/PythonCourse/PythonAdvanc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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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dle
• 教材、影片、作業
• 免費、plugins豐富

• IDE
• PyCharm
• Colab

教學平台選
修
: 
P
Y
T
H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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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Q&A

• Padlet
• 互動即時
• 問題/回覆
格式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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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評量平台: SKY ONLINE JUDGE

• Sky Online Judge
• Local server
• IP Lock
• 隨機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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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評量平台: 即時計分板

https://moodle.tnfsh.tn.edu.tw/
https://moodle.org/plugins/?q=purpose:administration
https://padlet.com/letranger1/co808tawudli59nc
https://padlet.com/letranger1/co808tawudli59nc
http://skyoj.tnfsh.tn.edu.tw/sky/


21

選
修
: 
P
Y
T
H
O
N

考題(學⽣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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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考題(學⽣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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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反省修正: 2.利⽤CODING偷渡AI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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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反省修正: 2.利⽤CODING偷渡AI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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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反省修正: 2.利⽤CODING偷渡AI的進度

• 卷積計算
• 池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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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修
: 
P
Y
T
H
O
N

反省修正: 3. I/O的視覺化

• Interactive Widgets • G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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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AI入⾨

對象 內容 教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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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課程內容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drive/1-UtYdqvmH7p94eO2SIQjB10lbcgF4fxH?usp=sharing
https://colab.research.google.com/drive/1G7v2bI-rrp-jDTl_1YNu52smx0ST6OJM?usp=sharing


當
我
說
我
開
AI
選
修
時

有的學⽣以為他能學到這個... 當
我
說
我
開
AI
選
修
時

家長以為他的孩⼦在學這個...

當
我
說
我
開
AI
選
修
時

同學以為他在學這個... 當
我
說
我
開
AI
選
修
時

其實這⾨課只會教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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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課程⼤綱

• 第⼀年完全照教材內容及進度，理
論居多，只有最後三週讓學⽣練
習、出⼀個簡單的作業

• 第⼆年以教材為主，增刪部份內
容，開始略過詳細的數學公式與理
論，每個單元加入實作⽰範及作
業，期末要求學⽣分組完成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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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教材

• 和AI做朋友-相知篇：從0開始學
AI(教材).pdf

• 和AI做朋友-相知篇：從0開始學
AI(教案).pdf

• 2021年
• [教育部⼈⼯智慧⼈才培育計畫]
• 涂益郎、顏永進、黃仁暐、李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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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參考教材

• ⼈⼯智能基礎
• 2018年
• 華東師範⼤學出版社
• 湯曉鷗、陳⽟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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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參考教材

• 寫給中學⽣看的AI課
• 2022年
• 中央資⼯ 蔡宗翰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806219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806219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806219
https://market.cloud.edu.tw/resources/web/180621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56599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2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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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AI入⾨

對象 內容 教法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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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順序

• 有趣的實作應⽤
• 歷史、發展、為什麼停頓
• AI在各個領域的實際應⽤(分組報告)
• 監督式學習：特徵值與標籤(label)的概念、KNN、Decision Tree概念與
實作

• 非監督式學習：實作K-means、階層式分群、軟體Orange介紹
• 增強式學習: 精神、影片、實作
• 深度學習：單⼀神經元->兩個以上的神經元->多層(每⼀層的作⽤、實作)
•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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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有趣的實作應⽤
• Teachable Machine
• chatGPT / Detector
• Dall E 2
• Beethdven X: The AI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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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1: 第1有其重要之處

• 歷史上的AI及其發展，以幾個重要⼈物為主軸：
• Turing / Turing Test
• AI Camp
• Rosenblatt
• Hinton

A
I
選
修
: 
歷
史

https://teachablemachine.withgoogle.com/
https://openai.com/blog/chatgpt/
https://openai.com/dall-e-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j3Oblsc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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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A. M. Turing

CAN A MACHINE THINK?

圖⽚來源: https://shruti2835.medium.com/a-brief-history-of-the-turing-test-77ef6486b8f9 42

TURING TEST

圖⽚來源: https://www.cantorsparadise.com/the-birthplace-of-ai-9ab7d4e5fb00 43

THE 1956 DARTMOUTH 
WORKSHOP

圖⽚來源: https://shruti2835.medium.com/a-brief-history-of-the-turing-test-77ef6486b8f9 44

1958, MARK I PERCEPTRON (感知器)



圖⽚來源: https://shruti2835.medium.com/a-brief-history-of-the-turing-test-77ef6486b8f9 45

感
知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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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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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 : AI與你息息相關A
I
選
修
: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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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 : AI與你息息相關
• 作業：列出AI對你未來學業、職場、⽣活有何影響?
• 將來若是ai與教育統合，必能使學習更快速⽅便，藉由ai分析學⽣學習的狀態，找
出學⽣哪些課程段落不熟悉，進⽽加強那⽅⾯的訓練，甚⾄能藉由學⽣各科⽬的
強弱，判斷出能供學⽣參考未來適合的職業的意⾒，讓⽣涯規劃更加清楚明瞭。

• 隨著ai的發展，未來的⼀些職業可能將受取代，例如重複⾏為的職業類別，像是
資料輸入員或是零件組裝⼈員，在將來逐漸沒落；相反的，需藉由⼈類的智慧已
達成⼯作需求的職業，例如：科學家、⼯程師，在未來將會需要⼤量⼈才的注
入，才能達到產業的供需平衡。

• ⽣活中在網路上查詢的事物，隨著每⼀次的搜尋，ai會分析出使⽤者的喜好，進
⽽投其所好，使得使⽤者能更⽅便的滿⾜⾃⼰的需求；然⽽，此種現象也可能導
致使⽤者⽣活在同溫層，使不同意⾒的資訊難以取得，局限了⾃⼰的視野。

A
I
選
修
: 
歷
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xadbrN_a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dZ09sFX7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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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 : AI與你息息相關
• 作業：列出AI對你未來學業、職場、⽣活有何影響?
• 學業：

1.比老師更準確的作⽂評分系統
2.監測學⽣⾝理數據已確認學習狀況、是否存在作弊⾏為的爭議設備

• 職場：
1.弱⼈⼯智慧進軍職場，⼈類⼤規模失業，少部分受聘開發強⼈⼯智慧
2.強⼈⼯智慧進軍職場，⼈類⼤規模失業，少部分受聘實現強⼈⼯智慧假說
3.強⼈⼯智慧假說成功實現，⼈類滅亡thoughtful

• ⽣活：
1.⼈臉辨識系統全⽅⾯發展，隱私權成為⼼裡的慰藉，造就無⼈商店、天網系統等等
2.深度學習⽅法逐漸在成果上戰勝⼀般的科學⽅法，爆發第⼆次科學⾰命，社會階級重新洗
牌，爆發世界⼤戰，⼈類滅亡thoughtful

A
I
選
修
: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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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2 : AI與你息息相關

• 作業：預測五年後的1111⼈⼒銀⾏會因為AI的發展出現什麼新
的職業類型？

•

A
I
選
修
: 
歷
史

51

AI選修: 背景知識

• 講發展、為什麼停頓
• 講AI在各個領域的實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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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背景知識

• ⼈⼯智慧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與
挑戰講AI在各個領域的實際應⽤

• 作者： 陳昇瑋, 溫怡玲  
• 出版社：天下雜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193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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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背景知識
• AI於製造業的應⽤: 瑕疪檢測

• 某紡織廠在織完⼀卷布後就由⽣產線同仁以⾁眼檢查是否織的
平整、織線有無扭曲變形。

• 在料染⾊後，再由另⼀批同仁以⾁眼檢測是否染整均勻。
• ⼈⼯瑕疪檢測配有⾃動光學檢測(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AOI)設備進⾏，但是仍屬於第⼆波AI技術，靠的是⼈類的規則
• 導入深度學習後，不僅準確率更⾼，檢測速度更快。
• ⼈員⽬測的瑕疪漏網率為5%，AI為0.01%；⼈員每天⽬測30萬
張，⼀台⼗萬左右的電腦每⽇可測1,440萬張，效率提升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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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背景知識
• AI於製造業的應⽤: ⾃動流程控制

• 在⽣產過程中，產品品質、良率及⽣產速度會受到許多參數影響：⾺達轉
速、輪軸速度、電流、電壓、環境變數（風速、濕度、溫度），需要調控的
參數可能多達上千。

• 製程參數若未精準調好，會造成⽣產效率的低落及良率的降低，⽽且調整參
數後可能要再等四、五個⼩時才會知道結果是否符合預期⽬標。

• 以機器學習來學習設備參數、環境、⽣產條件、⽬楆之間的關聯性，當設
備、環境、⽣產條件或⽬標其中⼀項改變時，就可以透過模型找出最佳參
數，⼤幅縮短因試誤⽽浪費的時間及⽣產成本。

• 在化⼯製程中，透過機器學習來模擬參數的調校，可以在對的時間提⽰製程
⼯程師調整參數，最⾼可以將良率由原先的六成提升到98%，改善褔度超過
五成。

55

AI選修: 背景知識
• AI於製造業的應⽤: 預測性維護

• ⽣產設備隨時有可能會故障，有些設備的失敗成本很⾼，若在運轉狀
態中損壞，將導致線上所有原料及半成品的消耗，造成良率降低。

• 預測性維護牽涉到訊號處理，例如要預測⾺達是否將要故障，可以透
過⾺達的電壓、轉速、震動及聲⾳來判別；要預測機械⼿臂是否已有
故障徵兆，除了上述訊號，還可以參考⼿臂的⾏程順暢度、夾具的穩
定度、夾⾓的精確度。

• 在某空氣壓縮機廠的合作中，藉由蒐集資料及建立深度學習模型，可
以準確預測⼀⼩時後的空氣壓縮機溫度，可以在壓縮機過熱前，提早
預知並爭取⼀個⼩時的緩衝時間，減少其⼯作量，防⽌過熱跳機⽽影
響產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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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3: ⼩考能振奮精神A
I
選
修
: 
背
景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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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4: 好⼼有好報(作業設計)A
I
選
修
: 
背
景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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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4: 好⼼有
好報(作業設計)

A
I
選
修
: 
背
景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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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監督式學習

• 特徵值與標籤(label)的概念
• 分類器
• Decision Tree概念與實作

60

AI
選
修
: 
監
督
式
學
習

原則5: CODING是檢驗知識的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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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6: 以實作強化概念理解AI
選
修
: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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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6: 以實作
強化概念理解

AI
選
修
: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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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6: 以實作強化概念理解AI
選
修
: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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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選修: 非監督式

• 實作K-means
• 階層式分群
• 軟體Orange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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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7: 互動>動畫>圖⽰>⽂字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 能提供互動式的教學資源有助於概念理解，具有稍微提神醒
腦的效果

• K-Means Clustering Demo
• Tensorflow Playground
• CNN Expl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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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8: 留點⾃主學習
的空間

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 ⾃⾏研究3D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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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8: 留點⾃主學習的空間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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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8: 留點⾃主學習的空間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https://user.ceng.metu.edu.tr/~akifakkus/courses/ceng574/k-means/
https://playground.tensorflow.org/#activation=tanh&batchSize=10&dataset=circle&regDataset=reg-plane&learningRate=0.03&regularizationRate=0&noise=0&networkShape=4,2&seed=0.91165&showTestData=false&discretize=false&percTrainData=50&x=true&y=true&xTimesY=false&xSquared=false&ySquared=false&cosX=false&sinX=false&cosY=false&sinY=false&collectStats=false&problem=classification&initZero=false&hideText=false
https://poloclub.github.io/cnn-expl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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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8: 留點⾃主學習的空間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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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8: 留點⾃主學習的空間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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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9: 讓AI更
有趣些

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72

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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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9: 讓AI更
有趣些

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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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10: 好⼯具不嫌多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75

原
則
10 
:  
好
⼯
具
不
嫌
多

76

AI選修: 強化學習

• 第⼀年：課本+影片
• 第⼆年：實作: OpenAI Gym
• 第三年：更有趣的實作: Scratch競賽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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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7: 
互
動
>
動
畫
>
圖
⽰
>
⽂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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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6: 以實作強化概念理解A
I
選
修
: 
強
化
學
習

• Gym上有許多可⽤⼯具，CartPole是其中較為簡單常⾒的⼀
種，CartPole是⼀個桿⼦連在⼀個⼩⾞上，⼩⾞可以無摩擦的
左右運動，桿⼦（倒立擺）⼀開始是豎直線向上的。⼩⾞通
過左右運動使得桿⼦不倒。

• Open AI Gym

•

79

原則6: 以實作強化概念理解A
I
選
修
: 
強
化
學
習

80

原
則 
6 
: 
以
實
作
強
化
概
念
理
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6fjTZAtziQ
https://letranger.github.io/AI-course/RL.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igTGKZf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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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6: 以實作強化概念理解A
I
選
修
: 
強
化
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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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6: 以實作強化概念理解A
I
選
修
: 
強
化
學
習

83

原
則 
6 
: 
以
實
作
強
化
概
念
理
解 84

AI選修: 深度學習

• 深度學習：先講神經網路由來: 比對⼈類網路與類神經網路(深
度學習)

• Zoom到單⼀神經元，講⼀個神經元能做什麼 / 實作
• 利⽤XOR的例⼦，講解為什麼要有⼀層以上的網路
• 開始講每⼀層的作⽤(CNN)、實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ixFIYdpXw


85

原則11: 從簡單到複雜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Zoom到單⼀神經元，講
⼀個神經元能做什麼 

• 先⽰範OR gate，由學⽣
實作出AND gate

•  實作

輸入x1

輸入x2

輸入x3

權重

權重

權重
閾值h 輸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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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11: 從簡單到複雜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Zoom到單⼀神經元，講
⼀個神經元能做什麼 

• 先⽰範OR gate，由學⽣
實作出AND gate

• 學⽣作業內容

輸入x1

輸入x2

輸入x3

權重

權重

權重
閾值h 輸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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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11: 從簡單到
複雜

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利⽤XOR的例⼦，講解
為什麼要有⼀層以上的
網路 / 實作

88

原則12: ⼀切回歸
到數學問題

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卷積核的⽬的在於擷取
特徵，教卷積核可以直
接教計算⽅式再說明原
理，也可以營造⼀個環
境，誘導學⽣朝著卷積
的⽅向「想出」解決。

• 例如，把圖形的辨識變
形為數學問題，以數學
的形式來解題

https://moodle.tnfsh.tn.edu.tw/mod/assign/view.php?id=2729
https://letranger.github.io/AI-course/NN.html#org3bd4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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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7: 
互動>
動畫>
圖⽰>
⽂字

AI
選
修
: 
非
監
督
式
學
習

池化的
運作原
理

90

原則13: 以實際案例說明概念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以現象來⽰範某⼀概念會更具體
• 例如：過擬合，先給範例讓學⽣實作，遇到現象再來解釋這
就是過擬合、然後再來嚐試各種解決策略

⼀個非常基本的卷積神經網路模型:
•第⼀層為卷積層，有32個神經元，便⽤2X2的卷積核，啟動函數則是常⾒的
relu，這層同時也負責接收資料，在這裡需將資料的形狀明確定義清楚。

•第⼆層為池化層，使⽤2X2的池化核
•將資料送⾄輸出層之前先對資料進⾏攤平處理
•最後⼀層為輸出層，也是全連接層(Dense)，可以看出這層有10個神經元，⽤
來儲存資料分為是哪⼀個類別的機率值

5. 
建
⽴
模
型

92

• 將每次的損失值(loss)由歷史記錄中取出，畫成折線圖

原則13: 以實際案例說明概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pFKmXcp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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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14: 
瞎扯為
作業之
⺟

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Kaggle 
Dataset

94

原則15: 
從無到有
才完整

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95

原則16: 善⽤網路資源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教育部因材網
• 蔡炎龍老師程式設計-Python&AI
• 北⼀女 Python ⼈⼯智慧⼯作坊
• 台⼤李宏毅【機器學習2021】

96

選修: AI入⾨

對象 內容 教法 成果

https://www.kaggle.com/datasets
https://www.kaggle.com/datasets
https://adl.edu.tw/modules_new.php?op=modload&name=assignMission&file=ks_viewlist_new&sub=%E4%BA%BA%E5%B7%A5%E6%99%BA%E6%85%A7&subject=127
http://ms2.ctjh.ntpc.edu.tw/~luti/110yenlung_ai_python.ht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ltJwWB6egIKy68TSew5cbKamQdjccE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JV_el3uVTsMhtt7_Y6sgTHGHp1Vb2P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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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數字MODEL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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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數字MODEL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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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數字MODEL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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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數字MODEL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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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類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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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類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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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類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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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類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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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判斷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106

⼿勢判斷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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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判斷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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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判斷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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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偵測器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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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偵測器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111

台獨偵測器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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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偵測器A
I
選
修
: 
專
題
成
果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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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AI入⾨ 
•專題研究 
•⼈⼯智慧教育⾼中營隊

114

3. 課程經驗分享

115

專題研究

對象 內容 題⽬ 成果

116

• 對象: ⾼⼀下 (數資/科學班、已修⾼⼀程式設計、任務導向)
• ⽬的

1.理解基本AI運作原理
2.進⾏資料處理、實作
3.挑選合適模型解決問題
4.評估效能
5.解釋結果

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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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做為教授/研究主題的優勢與劣勢
• 優勢

1. AI的學習⾨檻低，只要能寫程式，幾個⽉就能上⼿
2. AI做為⿊盒⼦，只玩應⽤算是做專題的捷徑，不懂也能⽤

• 劣勢
1.沒有深入的研究，只能玩⽪⽑
2.要精通很困難

專題研究

118

專題研究

對象 內容 題⽬ 成果

119

1.找研究問題
2.問題能否以AI解決？
3.採⽤什麼模型解決？
4.完成此模型需要什麼能⼒？能否在時限內學會?
5.能否在時限內完成專題？

AI專題流程

120

1.先看歷屆科展作品(挑選主題簡報)
2.四週AI概念入⾨/實作(構思研究主題)
3.初步訂定題⽬、報告研究計畫
4.針對題⽬分析執⾏專題所需俱備的能⼒(AI課程地圖)
5.指定閱讀材料(⽂獻、學習材料、教學影片)、定期報告
6.邊學邊實作，逐步修正、收歛研究主題

專題研究實施⽅式：



121

專題研究

對象 內容 題⽬ 成果

122

找題⽬的前題

專
題
研
究

1.先確定AI優勢

123

找題⽬的前題

專
題
研
究

2.問對問題
• 你從沒有答案的問題，AI也不會，例如假設性的問題。
• 套⽤運算思維的解題策略：掌握問題的可運算性。

3.跨域程度決定題⽬的CP值
1.防⼿震設計A
2.防⼿震設計B

124

防
⼿
震
設
計 
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ug5mBKvH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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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設計B

專
題
研
究

126

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1.從⽣活經驗著⼿
• 香港中⽂⼤學的研究: 學⽣相關性(Student Relevance)在學
習AI時非常重要。(學哪個主題時不是這樣?)

• ⽣活經驗: AI店長、學⽣坐姿
2.跨域:

• 學⽣⾃⼰專長的領域
• 有興趣的事物-漫畫

127

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3.科展作品
• 歷屆科展

4.各項相關競賽
• AI CUP 教育部全國⼤專校院⼈⼯智慧競賽
• AIdea
• TBrain
• kaggle

128

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5. Papers With Code
6.商業套件社群

• 樹莓派
• Arduino
• JetBot/Jetson

• Jetson Community Projects
• Google ML Kit

• Machine learning for mobile developers

https://twsf.ntsec.gov.tw/Article.aspx?a=41&lang=1
https://www.aicup.tw/
https://aidea-web.tw/?lang=zh
https://tbrain.trendmicro.com.tw/
https://www.kaggle.com/
https://paperswithcode.com/
https://developer.nvidia.com/embedded/community/jetson-projects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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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7.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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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7. chatGPT

7.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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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7. chatGPT

7.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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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研
究

7. chatGP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6s9K3da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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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7. chatGPT

7.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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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靈感來源

專
題
研
究

7. chatGPT

7.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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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對象 內容 題⽬ 成果

136

專
題
研
究

⼀
張
圖
看
出
科
展
的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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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專題成果

專
題
研
究

• 2019
• 基於GAN技術進⾏語⾳轉換技術探討

• 2020
• 智能防「暴」- 以AI偵 測影片中的不良⾏為  
• 利⽤百貨公司內商家風格識別進⾏室內定位研究   
• 藉腎病資料庫進⾏特徵擷取，以⼈⼯智慧協助腎臟基因變異之致病預測

• 2021
• 利⽤深度學習與影像處理技術改善⿊⽩影片⾊彩化

• 2022
• 外⽂漫畫之⾃動翻譯及製圖研究

138

基於GAN技術進⾏語⾳轉換技術探討

專
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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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GAN技術進⾏語⾳轉換技術探討

專
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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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GAN技術進⾏語⾳轉換技術探討

專
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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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GAN技術進⾏語⾳轉換技術探討

專
題
研
究

142

智能防「暴」- 以AI偵 測影片中的不良⾏為  

專
題
研
究

• 利⽤機器學習訓練出模型，以網路上的影片為輸入，輸出該段
影片當中各個時間點含有暴⼒的機率。

• 分析了使⽤不同的程式架構對於模型預測正確率的影響
(CNN，LSTN,GRU等)，結果 顯⽰CNN(3D)的模型有最⾼的
正確率。

• 本研究所研究的防暴⼒模型 除了應⽤於網站應片審核，也可
易運⽤在監視器等的即時監控，來達到及時發現暴⼒⾏為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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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防「暴」- 以AI偵 測影片中的不良⾏為  

專
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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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防「暴」- 以AI偵 測影片中的不良⾏為  

專
題
研
究

• 實驗設計
• 模型1 輸入–>CNN(2D)卷積神經網路–>全聯結–>輸出
• 模型2 輸入–>CNN(2D)卷積神經網路–>全聯結–>LSTM(序
列)遞歸 經網路–>全聯結–>輸出

• 模型3 輸入–>CNN(2D)卷積神經網路–>全聯結–
>GRU(karas)(序列) 遞歸神經網路–>全聯結–>輸出

• 模型4 輸入–>CNN(2D)卷積神經網路–>CNN(3D)卷積神經
網路–>全 聯結–>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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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防「暴」- 以AI偵 測影片中的不良⾏為  

專
題
研
究

146

利⽤百貨公司內商家風格識別進⾏室內定位研究   

• 以實作室內定位⽅式為動機，利⽤圖片辨識與⽂字辨識模型，
探討結合兩種模型在室內以環境或場景圖片的風格進⾏辨識與
定位的成效。

• 以研究⽂字辨識與使⽤之演算法對於整體預測結果之影響。 
結合兩種模型，我們將研究以LineBot的形式，與⽇常場景進
⾏連結。

專
題
研
究

147

利⽤百貨公司內商家風格識別進⾏室內定位研究   

• 研究⽬的
• 以 EAST Text Detector 結合 Tesseract ，製作⽂字辨識模
型，並探討以下幾點問題:
• ⽂字辨識在以⼿機拍攝之⽇常⽣活場景中的準確率。
• LCS演算法的使⽤對⽂字辨識之影響。
• ⽂字辨識在隨機取景下，辨識出商家之比率。

• 將「圖片辨識模型」結合「⽂字辨識模型」，製作成⼀個
⽅便使⽤的 LineBot 。

專
題
研
究

148

利⽤百貨公司內商家風格識別進⾏室內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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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腎病資料庫進⾏特徵擷取，以⼈⼯智慧協助腎
臟基因變異之致病預測

專
題
研
究

• 尋找在資料不⾜的情況下最佳的基因預測模式。希望利⽤「深
度學習」技術，藉由網路公開病例資料訓練模型以預測案例的
致病程度;為了取得更完整的基因變異預測結果，以「網路爬
蟲」整合各網站基因預測技術;並嘗試增加基因變異註釋器功
能，以期為「精準醫療」領域貢獻⼼⼒。

• 利⽤「網路爬蟲」技術整合四個⼤型網路基因變異註釋⼯具，
製作單⼀介⾯⽅便使⽤者輸入資料時可以⼀次輸出多個重要網
站的基因預測資料。

150

藉腎病資料庫進⾏特
徵擷取，以⼈⼯智慧
協助腎臟基因變異之
致病預測

專
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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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腎病資料庫進⾏特徵擷取，以⼈⼯智慧協助腎臟基
因變異之致病預測

專
題
研
究

152

利⽤深度學習與影像處理技術改善⿊⽩影片⾊彩化 

專
題
研
究

• 電影是多數⼈所喜愛的休閒活動，回味那些經典的電影，有精彩
的情節，但是當時拍攝的影像技術不⾜，使得影片品質較低。現
有關於舊影像修復的技術包含提⾼解析度或圖像破碎修補，但有
關影像⾊彩化問題，相關研究相對較少，故我們選擇此主題著⼿
探討。

• 因此，我們想到近年來沸沸揚揚的 DeepFake 技術， 
DeepFake 背後運⽤到的深度學 習技術，即是近⼗幾年來發展極
其快速的領域。本研究擬藉由⽣成對抗網路 (GA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適合影像轉換的特性，透過不同的模型去
實作，評估其 之間的差異，以實現快速且真實之影片⾊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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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得

專
題
研
究

163

學⽣⼼得

專
題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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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AI入⾨ 
•專題研究 
•⼈⼯智慧教育⾼中營隊

164

4. 課程經驗分享

https://padlet.com/letranger1/k1cgz65apjtugr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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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中營隊 

• 對象：⾼⼀、⾼⼆、⾼三、
• 教育部資科司與國教署主辦
• 教育部中⼩學⼈⼯智慧推廣教育辦公
室、Intel協辦

• 分北、中、南三區舉辦
• 指導教授： 
台南⼤學資⼯系李建樹教授、 
中正⼤學資⼯系林維暘教授、 
義守⼤學資⼯系歐陽振森教授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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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
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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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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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得A
I
選
修
: 
深
度
學
習

• ⾃編教材？
• 教師學習內化+創造的過程，對我來說，我⾃⼰判斷我了解
⼀個主題的最簡單標準就是我能不能寫出適當的、學⽣能
看懂的教材。

• ⾃編教材的⼯具: HackMD/(Emacs?)，前者也可以是學⽣
課堂筆記的⼯具，適合程式教學 ，搭配github能當專業的
學習歷程檔案平台

https://hackmd.io/@hawevin520wind/rkrtS8csH
https://www.gnu.org/software/emacs/
https://is.gd/v1VE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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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得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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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與實務的比重
• 課程規畫都在理論與實作之間取捨的不斷調整
• 講太多理論無法維持學⽣的專注⼒與興趣，越理論的東⻄
越需要學強⼤的學習動機⽀撐

• AI的進步速度太快、時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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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後的即時MEMO: 給明年的⾃⼰
• 每上完⼀次課留給⾃⼰五分鐘的時間，寫⼀些memo給未來
要上這⾨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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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得A
I
選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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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 完美主義很糟糕
• 教材很難做、錄影編輯很⿇煩
• 先求有再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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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得A
I
選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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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與模糊共存：讓學⽣習慣執⾏、修改陌⽣的程式碼
• 不⽤等完全搞懂某個模型才去應⽤
• 不是要搞懂畫圖的每個參數意義才可以⽤它來畫圖
• 不懂有不懂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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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得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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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早為期末專題準備
• 先⽰範AI在各項領域中的應⽤
• 預告期末前能學到什麼程度
• 期中就要求提出題⽬規劃

194

• 形式很重要
• 期末專案的正式化
• 對外開放：邀請其他師⽣參與(期初宣布)
• 線上直播/錄影存檔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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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階段AI教學任務：能讓學⽣抱有對AI的好奇⼼與熱情繼續研
究下去，教多教少不是重點。

• 單打獨⾾很辛苦，要學會找資源
• ⾏政資源: 配合校內外計劃
• ⼈⼒資源: 跨域共備(找校內教師合作、校外教師)

⼼得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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