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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申請/執行計畫關鍵考量分享

二、執行計畫流程分享

三、計畫執行內容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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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計畫徵件的期待

 對學生學習成長有具體幫助

 增加學習動機

 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度

 增加學生實務能力

 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提高學生思考層級

關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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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開課時間須為111學年度至少開課一次。

 2. 參與總聯盟規劃之相關活動。

 3. 針對課程模組教材做精進。

 使用重點模組教材之單元時數達6成以上

 4. 學生學習成效評量結果分析

 5. 提出教材內容之檢討與未來方向。

 6. 除前述指標外，應自行增設績效指標，敘明於計
畫申請書，並列為審查重點項目。

計畫預期成果 (from 徵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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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量化績效 (from 徵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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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訂定

 學習成效與評量

 修課人數

 開課時間規劃與衝堂確認 (修課人數)

 教材設計與課程進行方式規劃 (包含磨課師課程模組融入)

 學生觀看次數與學習時數

 種子教師及助教培訓營參與

 教師增能

 助教培訓

 教材細部調整

執行流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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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宣傳 (修課人數)

 前一學期之最後一堂課

 最多潛在修課學生看的FB社團

 專題生 (鼓勵或是專題必備)

 期中與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學生對於授課方式的認可)

 增加期末獲得優良課程之機會 (可列為計畫KPI之一)

 所申請的兩門課程均榮獲中山大學優良課程 (6.457, 6.588)

 學習成效評估 (對於學生學習的實質幫助)

 期初前測

 期末後測

執行流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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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課程宣傳說法、
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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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機器學習常用方法與硬體實作平台，並以問題
導向學習方式，讓學生從一系列的實務問題中對於
機器學習應用於居家照護、智慧汽車與智慧製造時
所會遭遇的相關議題與解決方法有深刻體驗並實作。

藉此培養既能解決問題也能進行實作驗證的人才，
縮短學用落差。



兩門申請課程修課人數 (109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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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行方式

課前數位

教材觀看

課中補充、討

論與實作

課後延伸

與探究+

課堂影片

10



每周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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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教學與作業進度 使用申請模組
1 109/9/8 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實作平台與相關應用概述 無

2 109/9/15 人工智慧視覺運算方法
採用模組：A-7
採用時數：3小時

3 109/9/22 人工智慧視覺運算方法實務與計算平台(I)
採用模組：A-7
採用時數：3小時

4 109/9/29 人工智慧視覺運算方法實務與計算平台(II)
採用模組：A-7
採用時數：3小時

5 109/10/6 人工智慧訓練資料準備實務
採用模組：A-7
採用時數：3小時

6 109/10/13
Jetson Nano Hardware Platform for AI Edge
Computing

採用模組：A-7
採用時數：3小時

7 109/10/20 TensorFlow Lite Based AI Edge Computing
採用模組：B-2
採用時數：3小時

8 109/10/27 居家照護之影像辨識應用 採用模組：B-2
採用時數：3小時

9 109/11/3 Model Compression and Acceleration
採用模組：C-2
採用時數：3小時



每周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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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日期 教學與作業進度 使用申請模組

10 109/11/10 智慧汽車應用介紹。兩段式物件偵測 採用模組：C-2
採用時數：3小時

11 109/11/17 一段式物件偵測/快速物件偵測/小物件偵測 採用模組：C-2
採用時數：3小時

12 109/11/24 期末專題構想與規畫簡報 無

13 109/12/1 低複雜度機器學習模型與動態模型 採用模組：C-2
採用時數：3小時

14 109/12/8
智慧製造簡介、異常偵測簡介與挑戰演算法設計、基於多
視角學習之異常偵測、集成學習、共識學習

採用模組：D-1
採用時數：3小時

15 109/12/15
時序性資料簡介與前處理、時序性資料表示法、時序性資
料相似度計算、時序性資料分析與應用

採用模組：D-1
採用時數：3小時

16 109/12/22
基於深度學習之異常偵測實驗：資料預處理、模型架構撰
寫、訓練參數調整、成果評估

採用模組：D-1
採用時數：3小時

17 109/12/29
工業影像分析處理簡介與實務。嵌入式平臺介紹、工業影
像分析處理簡介與實作、智慧影像分析系統輕量化

採用模組：D-7
採用時數：3小時

18 110/1/5 期末專題成果簡報



實驗課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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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部分主要是由分組方式進行，以促進同學間的討論與合作學
習。由於這門課程選課時有許多同學表示想選修，為了在最大限度下讓

最多同學能選修，以多加推廣此課程與教材，我們共分成8組，每組7人
來進行。若非積極參與小組實作討論的同學(實作時通常能觀察到有這樣
的同學)，容易出現分心狀況，而極可能導致無法跟上實驗進度。

在實作進行中，為了盡量避免此問題出現，已與助教事先討論需每講一
個步驟段落即詢問修課同學是否已做完，等到大多數同學都已

跟上後才繼續。實際進行時也是如此進行。真的跟不上的同學也可稍後再
舉手或是課後詢問助教。

課後也有課堂影片可供複習，且也讓學生擁有實驗設備的使用權，也可自
行重複實驗。



線上教材應用情形

模組代碼及名稱 課前觀看次數 課前觀看時數

C-2 深度學習於智慧汽
車應用

465 211 小時

A-7 人工智慧視覺感知
運算系統模組

209 (數位課程較晚上線，
僅提供額外加分)

43.2 小時

D-1 工業數據異常偵測 614 184 小時

D-7 工業 4.0智慧影像分
析與應用

675 12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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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單元多數同學課前均看了1~2次，少數到3次



線上教材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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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回饋

◼ 提供機器學習系統設計實務與應用這堂課的一次複習與觀念釐清。

◼ 藉由讓我們看線上課程，培養我們自主學習的習慣和更了解課堂上所用的各種

model的實際構造以及建構的想法。看過了這些模型的演變後才知道，我們用的
YOLO v3 是經歷了多少的努力及組合多少 model的優點才能有這樣的準確度和速度。

◼ 這次的體驗還是讓我收益很多，平常上課時間沒那麼多，老師沒辦法講的這麼詳細，

主要講個大概，其他讓我們由實作的過程去感受。而這線上課程則將每個model的

細部組成及他們的優缺點詳細指出，讓我更了解各個model的運作，很不錯。

◼ 第一次接觸開放性課程，以前一直認為開放式課程品質不會太好，但是這堂線上課
程內容是豐富的，且對於機器學習這門課有很大的幫助，聽完了九堂課，對於 two

stage detection和 single stage detection有更深的了解，能更了解機器是如何偵
測的，我覺得受益良多。



學生學習成效

藉由上課講授搭配分組實作，以及上課前後的補充教材
與課程錄影，修課學生大多學會目前所教授之機器學習
方法與硬體實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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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課實況: 大幅提升學習動機、參
與感與實用感



期末專題成果評量尺規 (明確了解
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評量)

專題主題概念與創意(20分)

使用的機器學習模型介紹 (20分)

如何訓練 (20分)

如何評估效能 (20分)

 Demo (10分)

簡報技巧(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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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專題成果評量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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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題平均分數

20

教師: 16.6，助教: 16.5，學生: 16.6→良好

良好

優異



期末專題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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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16.5，助教: 16.6，學生: 16.8→良好

良好

優異



期末專題成果評量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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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題成果評量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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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題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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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9.1，助教: 9.1，學生: 8.3→優異

良好

優異



期末專題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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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8.1，助教: 7.3，學生: 8.3→良好

良好

優異



學生自評學習成效 (課程對於學生
學習成長的具體幫助)

26

前測 (期中)

後測 (期末)



學生自評學習成效 (課程對於學生
學習成長的具體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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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期中)

後測 (期末)



學生自評學習成效 (課程對於學生
學習成長的具體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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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期中)

後測 (期末)



學生自評學習成效 (課程對於學生
學習成長的具體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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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期中)

後測 (期末)



學生自評學習成效 (課程對於學生
學習成長的具體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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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期中)

後測 (期末)



報告完畢，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