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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智慧晶片應用與聯網
技術課程推廣計畫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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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計畫執行過程壹

外部資源挹注

肆 執行成效

叁

理論與實驗結合貳

伍 學生回饋



計畫執行過程(1)

種子教師培訓

• 帶領助教共同參與

課程教材準備

• 教材與實驗需要實
體模擬教學

課程宣導

• 讓學生了解課程教
學方式與過去不同

教學模式改變

• 理論加討論

• 專題精緻化

外部資源挹注

• 業師與校外觀摩

鼓勵競賽

• 融入業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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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過程(2)

• 教學教材更加豐富
• 除了融入無線網路理論外，需要交叉搭配實驗提升學
生興趣。

• 聯盟實驗模組使用100% ，自製實驗教材共4份，
實作部分例如: 植物套件感測器操作教學、植物
照顧套件整合實作、農作物生長環境監測系統製
作與開發與田間機器人資通訊整合應用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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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驗結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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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行事曆

週數 上課日期 教學與作業進度 使用重點模組

第1週 110/9/17 無線區域網路簡介

第2週 110/9/24 無線感測網路

第3週 110/10/1

無線寬頻網路

MOOCS：智慧農業科技簡介(3小
時)

採用模組：D-2

採用時數：3小
時

第4週 110/10/8
物聯網技術介紹、無線物聯網應用
介紹

採用模組：D-2

採用時數：3小
時

第5週 110/10/15
實作課程: 農作物生長環境監測系
統製作與開發(3小時)

採用模組：D-2

採用時數：3小
時

第6週

110/10/22

實作課程: 田間機器人資通訊整合

應用(3小時)

永道無線射頻高國峯總經理演講

採用模組：D-2

採用時數：3小
時

第7週 110/10/29 NB-IoT技術與未來發展

第7週 110/10/30~

110/10/31
演講講者姜士文總經理-工作坊

第8週 110/11/5

期中報告

MOOCS：物聯網感測器軟硬體平
臺與應用(一)

採用模組：A-6

採用時數：3小
時

第9週 110/11/12

LoRa低功耗無線網路

MOOCS：物聯網感測器軟硬體平
臺與應用(二)

採用模組：A-6

採用時數：3小
時

第10週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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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課程: 植物套件感測
器操作教學 (3小時)

採用模組：
A-6

採用時數：
3小時

第11週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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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課程: 植物照顧套件
整合實作 (3小時)

(期末專題各組預備執行)

採用模組：
A-6

採用時數：
3小時

第12週 110/12/3 無線行動網路

第13週
110/12/1

0
車聯網發展技術

第14週
110/12/1

7
期末專題成果展

第15週
110/12/2

4
演講講者楊竹星教授

第16週
110/12/2

9
演講講者范修豪總經理

第17週 111/1/7 邊緣計算原理與應用

第18週 111/1/14 6G網路原理與應用



理論與實驗結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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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驗結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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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驗結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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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驗結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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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驗結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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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源挹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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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源挹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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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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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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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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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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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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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相關競賽數，本課程預計會參加校內舉辦專題競賽以及校外2022
教育部智慧晶片系統應用創新專題實作競賽共8組。



執行成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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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7)

19



執行成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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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編號 專題名稱
製作團隊
學生姓名

專題簡介(特色)

1
透過LINK7697辨識土壤乾

枯程度自動灑水系統

黃柏暄
林志昇
秦士軒
邱至賢
張溦庭

透過7697辨識土壤乾枯程度，若發現過乾時，可以透
過使用者設定植物品種自動噴灑特定水量

2 自動澆水器

張弘毅
蔡雅晴
官彥銳
葉育愷
李芊玉

一班的膠水系統，不是所有職務都相同，像是仙人掌
不是每天都需要澆水的，日照方面需要找到一個好位
子。

3
智慧農業物聯網感測

-火龍果栽培管理

郭羽倢
楊詠婷
李益庭
羅際龍

台灣火龍果種植面積超過3,000公頃，夏天的火龍果產
量常供過於求，造成價格不穩定，使用感測器感測環
境溫度、土壤溼度及酸鹼值，並分析資料庫數據，系
統顯示溫度、土壤溼度及酸鹼值。

4 土壤溫溼度監控

李奇軒
范竣傑
陳致華
黃意婷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與自動化控制系統的應用，農業
的經營已逐漸脫離天然環境的控制，藉由先進自動化
元件、環境監控、資料收集分析，整合成高效率的智
慧化環控系統，以自動化技術精確的控制栽種環境，
以機器取代人力測量、抄寫，減少疏失，並將作物生
長情況進行完整記錄與分析，降低栽種成本、提高作
物收成率及品質。透過智慧農業，不管是在家種植又
或是做農的公司都可以使用這套系統，節省人力成本
且能精確整合數據分析，衡量植物所需的養分與水分。



執行成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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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宜蘭三星蔥

生長環境之監測

林聖博
王聖凱
李竑葳
張宜龍

一、透過溫度、濕度、空氣品質監測，減少
自然氣候變遷對三星蔥帶來的影響。
二、透過模擬三星鄉之溫度、濕度、空氣，
改善其他地區蔥作之生長環境，培育出更具
經濟價值之青蔥

6
智慧農業
自動灑水器

徐子期
蔡廷蔚
何宥成
方柏元
張元翔

用馬達抽水，並且使用溫溼度感測器插入土
壤中監測農作物周圍的環境，並配合python

爬中央氣象局宜蘭的溫度資料，若降雨機率
小於30%且濕度小於700今天就會控制自動灑
水器灑水，以達到節省人力的目的

7 魚菜共生

李旻賄
柯良穎
林韋辰
張澤曦

本專題主要是在魚菜共生中安裝相關感測器
監控水池中的含氧量是否充足，本系統也裝
載太陽能設備，來啟動幫蒲設備，避免含氧
量不足造成魚死光。

8 蜜蜂監控箱

吳家濬
陳慶霖
顏于傑
唐詳勝
呂柏翰

由於蜜蜂箱如果有一隻虎頭蜂進入時，則會
造成其他蜜蜂死光，本系統主要在蜜蜂箱中
安裝攝影鏡頭以及糖水固定灑水器，監控箱
中是否有虎頭蜂，並固定灑糖水補充箱中糖
份。



學生回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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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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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其他意見-開放式填答題

（請寫出您對本課程的建議）

1.我覺得本課程值得讚許的部分為

受益最多的單元 植物套件

透過arduino與Nb-iot的應用，可以完整的將植物套件數

據傳輸到資料庫，甚至試網站上顯示可以學到前端與

後端的實作

受益最多的單元 植物套件

經過這們課程植物套件應用的學習，我們在自己的專

題應用

上有獲得實質上的幫助，在傳輸資料到MySQL等等指

令有

很明顯的幫助。

受益最多的單元 Yolov5

助教在跟我們介紹Yolov5的應用時，我是第一次碰到4

以上

的最新資訊，我們發現Yolov5有更多實用且方便的操

作，

讓我們在圖象辨識上有更容易且簡單的方式，並配合

植物套件等等應用，做出了這學期的小專題。

2.我覺得本課程可再修正的部分為

其他

因為是分組實驗，雖然每一組都有一份植物套件的教

材，但因為實作時間有些人無法配合，導致會有問題

發生沒有材料可以學習，如果能讓每位學生都有一組

材料，感覺能讓學習更有成效。

教師教學
這學期有業師來學校分享經驗，希望未來有更多業師

演講等等的機會，能讓我們與職場有更多接軌的機會



學生回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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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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