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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學期前半由教授帶領學生先理解雲端的基本概念以及現有雲端服務的介

紹，並安排兩次演講探討分散伺服器的佈署方法以及分散式資料的儲存與處

理。學期後半則是著重讓學生分組閱讀論文或是實作論文內容，最後在台上發

表成果。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報告理論的組別在報告時，有把論文內的演算法以及探討案例解釋詳盡。

有實作的組別則是示範論文中的實驗內容，並與論文內部數據做比較。以報告

成果來看，每一組都有達到理解雲端資料處理的一些解決方案。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報告理論的組別很多都面臨到演算法理解的困境，但在指示研究方法以及

時間的演進後有些許的改善，所以報告時沒有過多停頓。實作的組別則因為時

間倉促，沒有足夠的時間在實驗結果上做縝密的分析，所以報告上沒有辦法聚

焦在解決方法。 

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大學生在研究與實作上確實沒有論文研究者謹慎，但在論文閱讀仍有可發

展的空間。雖然我們對論文只求不脫離雲端主題，但是在報告內容中有些主題

偏向架構部分，若能往解決方案以及擴展論文應用發展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優秀自主學習組別 

實作組別我們遴選第四組，這組的報告主題為：A Kubernetes-Based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Dynamic Cloud Resource Provisioning，主要是因為這組

的主題著重在該架構分析，也了解 kubernetes、docker詳細運作方法，並在報告

上也有根據他們實際觀察到的狀況作出解釋，並做出優缺點比較以及簡易的實

作心得，為實作部分的優秀組別。 

理論組別我們遴選第八組，這組的報告主題為：Efficient Storage of Multi-

Sensor Object-Tracking Data，主要是因為這組的主題並重在架構與解決方案，

在報告時有詳實說明該論文的演算法與架構如何解決實際遇到的問題，並對現

有的解決方案作詳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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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一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GAE的技術與實作 

二、組別：第一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吳采諺 報告+查資料+做 PPT stuffed567@gmail.com 

許桓順 查資料+做 PPT  

黃欽偉 報告+實作+做 PPT  

林浚宏 報告+實作  

李明翰 查資料+彙整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把組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負責查資料，一部分負

責實作，各組自己做好後要推派一個人上台報告。 

2.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討論分工 

第二週 查資料+實作完成 25% 

第三週 查資料+實作完成 50% 

第四週 查資料+實作完成 75% 

第五週 查資料+實作完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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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6月 18日( 一 ) 00:00~00:00 

紀錄人：吳采諺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報告  

 查資料  

 PPT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老師意見及回饋 

1. 可查閱網路上碩博士論文但不能完全抄寫 

2. 方向內容很不錯，撰寫論文的時候內容要詳細一點 

3. 分工記得要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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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 107年   6月  18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GAE的技術與實作 

(二)組別：第一組 

(三)學生姓名：吳采諺、許桓順、黃欽偉、林浚宏、李明翰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每個禮拜我們都會約出來盯進度，執行狀況都很

順利，每個組員都很盡責在時間內達成目標。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見論文。 

(三)自主學習歷程：內容方向不錯，內容可以參考網路文獻。 

三、學習心得 

林浚宏 

在這堂選修課的學期末之前，教授讓我們五到六個人一組，使我們有個機

會去自主學習、研究平常上課可能不會探討到的課程內容，我們這組以相關論

文為主題，分工做出了一份報告。 

起初大家在分工前都在一個一個尋找哪篇論文適合，需要不是太多技術層

面的相關文獻，也需要符合課程內容的範圍，在這裡我們就費了一番苦心，其

後在分工前，大家也都花了時間去研讀該篇論文的內容，我們便開始了分工、

製作報告。但在過程中，原本我們是有想要照著論文的內容去跟著去做看看，

能不能達到實作模擬的部分，但該篇論文的實作使用到的 POS 系統卻不是每個

人都可以輕易拿到的，甚至在網路上的絕大部分皆須付費，因為那是一款商業

用的系統，我與另一位負責呈現實作的組員有點不知所措，雖然沒有成品可以

展現，但還是希望能藉由作者的實驗結果為大家展現使用 Google引擎所帶來的

功效。我想這是一個在未來人生中必須記取的一個小教訓，雖然作者內容有大

部分的解釋步驟如何達成目標，但有些設備或是環境，都必須先自己試著做才

知道能不能達成，才不會造成組員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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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欽偉 

我們組以 Google Engine的架構來做學習與探討，從 Google雲端方面著

手，了解整個運作的方式以及實作來測試雲端運算及一般平台運算的差異。在

還沒接觸雲端到了解其超強的資料處理能力，現在是資料爆炸真的是需要靠這

種技術才能解決，但在實作方面，我們用了 POS 系統加上 Google雲端來看它

的強大，發現跟一般的平台在一千萬筆資料就差了 250倍的數度，但也知道雖

然雲端運算很強大，也是有其缺點及目前技術無法突破的地方，這也是我收穫

作多的地方，首先是資料庫方面，大量不同的資料類型造成 Google 所使用的關

聯式資料庫會慘聲很大的負擔來處理，加上一次只能接受幾千筆資料，對於每

秒上億筆的資料量根本無法承受，還有設計系統方面，要怎麼配合 Google 

Engine做出一套系統是整合過後的，也就是不只侷限設計給單一族群或是商

家，這些讓我深深地學到設計一套軟體，雖然有強大的套件幫忙或是技術的協

助，卻總是有更多的問題也要克服，也就是沒有一個完美的東西，只能讓他更

加的好、更加地符合大眾的需求。 

許桓順 

雲端計算是個近期很熱門的項目，也因為如此，我以外系的身份修了這堂

課。相對於一般的資工課程是在電腦前完成，雲端計算概論採用了不同的教學

流程，扎實的知識訓練使專業核心能力能有效汲取，也給予學生口頭報告的機

會，培養穩健的台風與對答的能力；並非只是坐在台下聽講，而是換為思考，

練習台上表達。在報告摸索與探尋的過程中，除開將所學的知識用於實作當

中，也練習資料搜尋、參考文獻的檢索、論文擇寫等等，為未來學術研究奠定

基礎。其中對團隊合作的部分也有很多的練習，學習分工、討論、開會。最後

期末報告能完成，特別感謝組員的付出與老師的指導。 

李明翰 

這堂雲端計算服務概論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其實雲端與我們資工息息

相關，這堂課，當初選擇也是秒選的，畢竟很有幫助，除了老師自己講解，也

請到外校的老師也幫我們做演講，算是非常的充實，再者，期末的報告，我們

這組做了 google 相關的資料做為報告，分工合作也完成了我們的上台內容，算

是非常的圓滿。 

同時，邊做報告邊學習知識，上課為了什麼，想當然就是要應用，我們在

報告裡實做，也學到很多新的東西，一舉多得，也是這堂課帶給我的感觸。 

雲端的出現為我們帶來了許多的便利，但也對台灣的產業也造成了一些衝

擊。但面對雲端的新興，雲端的產生，造成了伺服器的需求減少，對台灣生產

國家來說不利。但我覺得，科技與產業不斷的創新，舊有的產業能維持到現

在，代表已具備面對新興產業興起的能力，舊有的產業仍能調適、創新並找到

屬於自己的市場。 

希望我以後如果有能力接觸雲端的工作，也能盡一份我的心力去開發更好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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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采諺 

一開始我們在想主題的時候其實蠻緊張的，因為雲端這個範圍太廣了不知

道要從哪裡下手，翻了很多相關資料內容也都很深，也怕找到的主題無法完整

的呈現出一個專題論文，後來在大家努力查資料下我們決定做關於 google的

GAE。我覺得我應該是在這個組別裡面學到最多的，因為我同時負責查資料，

撰寫論文，做 PPT還有上台報告。查資料其實還沒有吸收到的感覺，就只是把

收集到的資料整合輸出，後來決定上台報告後才開始認真地研究自己的資料，

雖然過程有點緊張也覺得自己壓力很大，但報告完之後發現自己確實也吸收到

很多也得到很多就覺得一切都值得了。雲端真的是一個未來的一個大趨勢，不

僅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還深深地影響我們現在的生活品質，很感謝這

堂課讓我學到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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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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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二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探討Maximum utilization allocation、Job splitable 

allocation 資源分配方法 

二、組別：第二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陳馥鈴 查資料 open19961115@gmail.com 

李婉妍 查資料、整理資料 dory860811@gmail.com 

楊安宜 整理資料、製作 ppt、

講稿 
annielikebell@gmail.com 

沈子齊 順講稿、上台報告、

熟讀 ppt 
mdoinktheclown@gmail.com 

吳盈泰 查資料 h12020282@gmail.com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一週開一次會，讓大家報告這週的

進度及下週的目標，進而達到大家能過開會互相督促的效益。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確定題目方向，了解相關背景知識 

第二週 彙整資料，了解相關技術 

第三週 討論 ppt 內容，開始製作 ppt，製作教學講稿，技術應用延伸 

第四週 修訂 ppt 教學內容，找出問題癥結點，所有工作內容皆初步定案 

第五週 試教學，教學內容、ppt、所有工作內容皆定案 

mailto:open19961115@gmail.com
mailto:dory860811@gmail.com
mailto:annielikebell@gmail.com
mailto:mdoinktheclown@gmail.com
mailto:h1202028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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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5月 22日(二) 09:00~12:00 

紀錄人：楊安宜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一 
資料不夠齊全，導致討論沒有效

率 
陳馥鈴要找更多資料 

二 PPT 感覺資料太少 
本來就是想要很乾淨的 PPT，很難

做取捨 

三 試報告的不太好 
很多細節因為太緊張都忘記了，還

要再特別訓練口才 

四 資料找太久，後續工作都延期 
開會時被大家撻伐，找資料不能太

懶惰 

五 
討論到後期，還是有組員不在狀

況內 

有加開更多次會議讓大家知道自

己要幹嘛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我覺得跟和尚打水喝的故事一樣，越多人一起共事，就會有越多的冗員，

但是這正是分組討論的意義，就是要試著跟大家一起合作，所以我覺得組

長是個最重要的角色，當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的時候，就是組長應

該要分配工作的時候，一個團隊一定要有一個領導人，要不然就會像一盤

散沙一樣，可能到要報告的時候甚麼東西都還沒做好吧，因為這次剛好有

這個機會當上了組長，才能更深刻的體會到團結的重要性，但是我希望，

大家都能主動的去幫忙，不要總是被動的希望有人會先跳出來，經過幾次

討論後，我發現大家有漸入佳境，很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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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年  6月 15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探討 Maximum utilization allocation、Job splitable 

allocation 資源分配方法 

(二)組別：第二組 

(三)學生姓名：楊安宜、沈子齊、吳盈泰、李婉妍、陳馥鈴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資料碗給導致之後工作不太流暢，但跟組員深切討論後有所改善。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第二次開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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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學習歷程：  

三、學習心得 

安宜： 

我覺得這堂課安排的自主學習對我來說受益良多，不只能更加了解雲端計算相

關知識，還能與很多朋友共同討論一個題目然後深入研究。在討論的同時，我

們遇上了很多困難，比如有時候組員們常常會叫不動，這時身為組長的我很有

警覺心，於是我就一直約大家出來討論，在前一天提醒大家要餓開會，而在這

次開會時就先制定好下次的開會時間。雖然常常在群組裡只有我一個人在發

話，而且常常被已讀。但只要不屈不撓的表示出積極的樣子，我想組員們都是

看在眼裡的。最後，大家都有被我感化，拿出心力看待這份報告。我覺得很感

動。 

經過這堂課，我覺得我學到的不只是雲端計算的相關知識；還學到了自主學

習，靠自己的力量去釐清答案，去學習知識；更學到了許多帶領同學、與人相

處的技巧。我覺得緣分這個東西說來很奇妙，特別是在大學階段，來自各個地

方的人，也讓我感受到不一樣的衝擊。很感謝有這次的機會與緣分讓我學習到

這些。 

子齊： 

藉由這次自主學習的機會讓我學到很多很多，在其間我覺得最有收穫的一點是

當我馬上有疑問的時候，我必須自己上網找出相關文獻然後自己去理解，而不

是一直去詢問教授或者是同學，我覺得經過這次經驗之後，對我的畢業專題有

很大的影響，讓我不會那麼擔心了，而且在上網尋找疑惑時，盡量用英文當關

鍵字去尋找，相關文獻會多很多，剛好同時又讓我增加我的英文能力，覺得自

主學習計畫真的是一舉多得。然後在尋找相關的文件的時候發現一件有趣的事

情，只有不是資工系的論文，大多都不會有實作的部分，幾乎都是介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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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正是林教授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重點，了解工具大家都會，重要的是需要

自己去實作，才能知道自己有沒有透徹的了解，而不是懵懵懂懂。 

盈泰： 

在上完這學期的雲端計算課程後，我對這方面的了解又更多了，不再是簡簡單

單的以為雲端只是提供擺放資料的地方。而且，雲端計算這個概念以後肯定會

掀起大風暴，所以現在把它搞好一定有幫助。這個東西的好處多到講不完，但

是壞處也不是沒有。用個比喻：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一旦供應商掛掉，那是

不是全部系統也會掛掉。 

再來說說我這學期的感想，我覺得這門課蠻有趣的，帶領我們進入這個大世界

裡，而且還有那個專題，讓我們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互相討論對雲端運算的看

法，而且也交到一些朋友，就還蠻不錯的總而言之，這個課程讓我收穫很多 

婉妍： 

在這次的自主學習中，從一開始的閱讀論文、跟老師討論題目方向，到隔週跟

組員們討論論文內容以及了解相關的背景知識，再跟組員們一起整理資料、討

論簡報的報告內容，整件事情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少有的經驗。平常的課程中大

多都是個人的作業考試，很少有分組協力完成一個報告，也因為這次的經驗，

讓我們更懂得如何在團隊中合作。而在這次的期末報告中，我們這組的題目是

「節能雲端運算分配方法」，當然也因為此次的報告，去搜尋並了解了不少雲

端運算方面的技術與應用，才知道原來在運作的背後，有這麼多種演算法，使

得 Virtual Machine 的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在整體運作過程中，如何節省時間

成本並增進整體運算的效能，都是一門很大的學問，這也讓我了解到原來還有

這麼多知識是需要去探索且學習的，非常有趣，並令我更有動力去了解新知，

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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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鈴： 

這次報告準備的時間不太夠，導致我們沒什麼時間可以實作。但我們也從論文

中學習到了跟課堂上不太一樣的知識。以前覺得雲端很便利是因為不需要帶隨

身碟，只要在有網路的情況下就能得到很多的資料，相較於隨身碟，不用怕資

料會不見。後來修到這門課後，才知道後台做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事情。雲端

的出現為我們帶來很大的便利，但對於台灣的產業也造成不少的衝擊，像微軟

當初會選擇在台灣設廠是因為台灣的水電便宜且有保障，但面對雲端的興起，

微軟仍受到些微的衝擊。隨著科技與產業不斷創新，雖然雲端的興起對台灣來

說算不利，但舊有的產業能夠維持到現在代表已具有面對新興產業興起的能

力，不過舊有的產業仍須調適並創新來找到屬於自己的市場。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講稿應順過多次 

 工作要與表訂日期同步 

 要再開會前一天就被齊所有資料，不然要事先告知 

 資料應早點丟到群組，好讓後面的工作迅速開始。 

 報告當天應全數組員到場，都說好不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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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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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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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三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Hmfs - Efficient Support of Small Files Processing over 

HDFS 

二、組別：第三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林明嫻 Part. 5  

張庭瑄 Part. 6  

黃政瑋 Part. 4  

江承昊 Part. 1, 2, 7及統整 howard082921@gmail.com 

蘇泰維 Part. 3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與組員合作一同解析論文內容，再將論文製作成簡報，專

題過程中了解 Hmfs的概念、設計以及運作方式。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各自找尋專題 統整意見並討論決定 

第二週 組員各自閱讀兩篇論文 

第三週 投票最終決定專題論文 並分配工作 

第四週 組員各自製作自己分配的論文(簡報)部分 

第五週 統整 並完成完整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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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 2018 年 5 月 15 日( 二 ) 10:30~11:00 

紀錄人：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與老師討論 
因內容不合邏輯 老師不建議使用

該論文 

2 詢問建議論文方向 老師提供兩篇論文能做為參考 

3 決定論文 
組內各自閱讀 5/29 決定最終使用

論文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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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 2018 年 5 月 29 日( 二 ) 10:00~10:40 

紀錄人：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決定論文(Clustering…/Hmfs) Hmfs 

2 分配工作 
按論文 Part分開製作 統整後進行

討論 

3 繳交期限 6/10 12:00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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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 年  6 月  15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Hmfs - Efficient Support of Small Files Processing over 

HDFS 

(二)組別：第三組 

(三)學生姓名：林明嫻, 張庭瑄, 黃政瑋, 江承昊, 蘇泰維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在尋找論文，檢查內容時花費較多時間，使其他部分在時間有些緊急。透

過組員各自解讀，製作簡報，完成了論文講解簡報，並向同學以較容易了

解的方式進行講解。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五週內完成了一篇論文講解簡報。簡報內對於論文各部分都有以中文與圖

表解釋，透過簡報能清楚了解 Hadoop的問題，Hmfs 的設計、運作方式及

其效益。 

(三)自主學習歷程：  

 尋找論文，討論決定，解讀論文，分開製作簡報，進行最後討論並上台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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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林明嫻 :  

一開始我們選的論文是關於 Hadoop的研究與改善，選擇的理由是因

為它跟我們上課的內容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後來與老師討論後發現那篇論

文似乎有觀念不太正確的一些部分，因此老師推薦了我們另外兩篇有關在

HDFS 中處理大量小檔案的英文論文，經過討論後，最後我們決定選擇

HMFS 這篇論文。 

原本以為我讀英文論文應該還可以，因為我英文算不錯，後來發現還

是稍微有點吃力，一些專有名詞都需要查一下，也還好我負責統整的部分

不算太難，PPT也用兩個流程圖簡潔的顯示。 

報告當天其實蠻緊張的，因為看到老師都會追加問報告的人更細部的

問題，感覺如果是我的話有可能答不上來，結果果然，因為對論文整體沒

有研讀的那麼仔細，被老師問倒了，覺得有點慚愧，以後要更加認真仔細

才行。 

覺得這個自主學習的計畫很好，它讓我去閱讀平常不會主動去看的論

文，並且使我發現其實論文並沒有想像中艱深，稍微花一點精力就可以讀

懂，學到很多。 

 

 張庭瑄 :  

第一次參與學校的自主計劃，一開始摸不清頭緒，也不知從哪一種主

題下手選擇論文，經過一番的討論，選擇了一篇國防大學的 Hadoop 雲端

運算平台的評估與改善，但更進一步和老師討論時，發現了此篇論文有需

多不合理的地方，且篇幅冗長不詳細，最後改選成老師所推薦的論文-

HMFS，此篇論文探討小檔案是否適用於 HMFS，並且功效勝過 HDFS，

HMFS 藉由非同步寫入機制和預先取回連結(prefetching)，以及快取策略

(caching)，經過多次的實驗與必較，可以得知最後的結果，HMFS 比 HDFS

在儲存和取得小檔案有較快速的速度。在一整個自主計劃的過程中，長達

三個星期，按照著進度，首先選擇論文，並討論出最適合的一篇，然後開

始分配工作，做出 ppt，最後大家負責報告各自的部分，組員們也很盡責的

完成自己的章節，上台報告完後，我也放下心中的大石頭，完成了這堂課

重要的自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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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瑋 :  

經由這次自主學習計畫，令我體會到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很多東西課

堂上不一定會講道，或是輕輕帶過而已，透過自己自主學習，去網路上尋

找相關資料，或者閱讀相關論文，就可以得到更深入的知識。這次我們這

組透過老師推薦，選了一篇關於 HDFS 如何處理 small data的論文，透過

這篇論文，讓我知道了 HDFS 中間還可以用一個中介軟體 Hmfs來幫忙處

理問題，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自主學習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團隊合作，每個人負責一部份，做

PPT，最後上台報告，每個人都是這份報告很重要的因子，唯有大家一起

合作、討論，才能收穫滿滿。 

這個計畫其實就跟翻轉教室一樣道理的，之前大一大二有幾堂課就是

用這種翻轉教室的方式，讓我們自己去學習，我覺得這樣的計畫是還不錯

的，有蠻有趣的，也因為這次計畫，累積了一些經驗，未來再遇到這樣的

事以後就不會手忙腳亂了。 

 

 江承昊 :  

這次的自主學習計畫，是我第一次嘗試解讀英文論文。許多陌生的專

有名詞讓了解英文論文比想像中困難和費力，也由於製作的時間不多，過

程有些匆忙，並沒有完全的了解論文每一部分的內容，當老師問到較為深

入的部分時，沒辦法準確的應答。以後應該要更仔細的研讀論文。 

這次的計畫在團隊合作的方面我也學到了很多，由於每個人都要解讀

整篇論文十分耗神和耗時，我們決定每個人負責一部分，最後再將個人製

作的簡報合併。比起孤軍奮戰，團隊合作使作業更有效率，也更能以各個

面向解讀論文。每個組員用心完成自己的部份，並成功上台報告，讓我了

解了合作的重要。 

 

 蘇泰維 :  

  這次的自主學習計畫讓我更了解 HDFS，知道其中的問題和解決方

法。 

 我們這組這次找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一開始有許多單字看不懂要查

字典，但看著看著也能透過前後文了解大概的意思。透過一個中間程式-

Hmfs解決 Hadoop小程式形成的效率低下的問題。我覺得這次自主學習最

困難的還是一開始尋找論文和決定主題的部分，要從許多論文之中找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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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課程相關的，不僅要了解論文內容，同時還要了解課程內容才能找

到。 

 我認為透過這次的學習計畫，除了在課程方面，也在合作方面獲得很

多收穫。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透過五週與組員共同學習，第一次解讀英文論文。除了在課程方面深入接

觸 Hadoop、HDFS 和 Hmfs，同時也學習團隊合作。但五週的時間有些吃

緊，沒辦法對於每個部分都透徹了解，也缺少與組員的會面討論時間，希

望下次參與計畫時能有更充裕的時間。 

  



 

31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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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四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A Kubernetes-Based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Dynamic 

Cloud Resource Provisioning 

二、組別：第四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錡靖 技術實作 gin5020gin@gmail.com 

王彥凱 投影片 z86125@yahoo.com.tw 

鍾尚值 查資料 stj44783@gmail.com 

林彥臻 找論文 jackt5566@gmail.com 

黃湧文 論文整合 myong3@yahoo.com.tw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 先上專題網站找適合的題目 

● 找網路或手邊書籍輔助 

● 盡早開始製作 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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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搜尋論文 

第二週 閱讀論文 

第三週 討論論文 

第四週 做投影片 

第五週 準備講稿 

 

七、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大家能順利報告完成自己負責的部分之外，也要瞭解 kubernetes、docker運

作方法，這樣這次報告才有意義，每個禮拜定期討論&互相督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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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   2018年   5月   22 日(二 ) 10:30~11:00 

紀錄人：王彥凱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與教授討論題目 瞭解報告該著重在哪部分 

    2 組員間討論報告內容 集合大家回家查的資料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報告著重於: 

● 介紹原本的 kubernetes 

● docker container 

● 這份論文 kubernetes擴充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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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   2018年   5月   29 日(二 ) 10:30~11:00 

紀錄人：鍾尚值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整合論文內容  

    2 開始做投影片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 分配工作 

● 決定投影片內容大綱 

    Docker 

    Kubernetes 

    動態資源監控&配置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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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2018 年  6 月 19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二)組別：第四組 

(三)學生姓名：錡靖、王彥凱、林彥臻、鍾尚值、黃湧文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計畫進行順利，沒甚麼 delay，投影片也在報告一個禮拜前就完成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我們從這篇論文中學到很多有關於 docker跟 kubernetes 的技術，製作投

影片技術也有所提升，自我學習過程中，我們也成功架出了 kubernetes

叢集 

(三)自主學習歷程： 

因為升上大三有專題實驗室，大家很容易碰面，專題實驗室也是個很適

合來討論與自我學習的地方，我們經常利用零碎的課餘及午休時間在專

題教室討論，所以計畫進行得比預期順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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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404261153 資工三甲 錡靖: 

 此次的自主學習因為我們選的主題與我的畢業專題有關，所以在前面讀論

文時沒有太大的困難，我們也是與論文作者使用同樣的工具，在之前就已經有

所接觸。這次的論文研究進一步去探討 Kubernetes系統的進階應用，是我在之

前所不了解的，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也清楚的去了解到 Kubernetes 這個工具的內

部架構，而不是只是使用它的功能，除此之外，我們也了解如何去完成一個簡

單的實驗，讓這個系統不是只有他自己預設的功能，而是利用其他的輔助工具

來讓系統使用我們自訂的算法來運作。 

比起聽老師講解技術的這種教學模式，自主學習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我們

需要了解哪些東西，如果要有成果出來，必定是要經過自己的消化吸收，才能

將所了解到的知識技術傳達給同學們。有時候死背硬記的去應付考試，反而學

習效果會很差，考過的東西就忘，而自主學習出來的成果，起碼是自己有去親

自實作體會過的。當然這些東西的前提是要熱心地去投入這個活動，如果沒有

把這個活動放在心上，也只是又一次想混分數的期末報告而已。 

 

404261268 林彥臻 

     自主學習對我來講並不太陌生，只有要修過郭文彥老師的課就知道他

的教學模式幾乎就是自主學習的方法。不過找論文閱讀論文卻是我第一次。閱

讀論文其實就是看別人做的研究實驗以及數據分析，我們小組討論後所選擇的

主題是找 Kubernetes 相關的論文作為我們的主題。因為我們小組員裡有三人的

畢業專題的主題就是有運用到 Kubernetes，並且有買相關的書籍學習研究，所

以在讀論文時比較沒有障礙、不懂的地方會比較少，整體過程很順利，最後的

成果發表也如預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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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自主學習是我滿喜歡的教學方式，除了不必早起、主要還因為有

方向性、同學一起討論吸收得很快，而且因為要做報告，所以邊做的同時也能

更加認識、可以好好講解報告。以小組方式進行、有的人懂得多、有人理解的

較少，團隊合作下有不錯的學習氛圍。 

404261531  資工三甲  鍾尚值: 

從起初聽說過雲端共享平台，只知道是個網路上，提供用戶一個空間可

以自由存取檔案，卻曾未去真的去了解過雲端平台的原理。我們的組員有三人

的畢業專題是與雲端相關的，已經參考過相當多的資料與論文然而我並不熟悉

這一塊，因此這次的報告提供給我一個機會去認識雲端，也透過自主學習的方

式，尋找自己想研究的部分。雲端計算這堂課起初都只是學到了理論的部分，

雖然課堂中間有其他講師來講課，但仍然只是模糊的概念，透過期末的報告讓

我對於雲端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為組員的畢業專題與這次報告主題相關，對於我來說只是個剛入門的

新手，在這次報告雖然不敢說已經對於雲端有多深入的見解，但也學習到了些

不一樣的知識，也從中學習到大家一起思考、討論、分工，如何在團隊中團隊

合作與蒐集成員們的想法，做出一個有內容且令人看到了會清楚明瞭，會喜歡

的投影片。這次報告學習到的東西，我將會用在我自己的畢業專題上，希望能

呈現出更好的結果。 

404261177 資工三甲 王彥凱: 

起初會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們專題所用的 kubernetes 跟 docker 就是

與雲端技術息息相關的技術，所以就在教授提供的論文網上找有沒有使用類似

技術的論文可以當報告題目，搜下去就發現原來有清大的論文是關於改良

kubernetes的控管，覺得選擇這個題目應該可以對未來專題製作有更好的理解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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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中也有對於 docker 的介紹，因為我做專題時對於 docker著墨較多，

所以報告時就負責這一部分。Kubernetes 在我做這次雲端報告前，其實是不太

瞭解的，因為專題中 kubernetes的架設主要是別的組員完成，但經過這次做報

告的過程，我瞭解了 kubernetes的基本架構與運作方式，對未來做專題會有不

小的幫助。這次準備 ptt 內容與上台的講稿也是很特別的經驗，因為這次報告內

容較為專業，而且主要是講給同學聽，寫內容時還要跟組員討論這樣會不會太

難懂，以前報告的時候都不需要考慮這個呢。 

404261103 資工三甲 黃湧文 

這學期選修雲端計算概論，是因為對雲端相關技術有很大的興趣，也覺

得這是一個趨勢，不會這項技術實在太落伍了。然而剛好老師提供了自主學習

的機會，讓我們學生自己分組，利用幾週的上課時間，討論我們要報告的論

文，打破了以往只有教授在課堂上教課的方式，我們透過自動自發的學習，可

以學到的成效更大且更多，還要在課堂上發表我們所討論的論文，讓我們增加

了上台報告的經驗，以及統整論文重點、內容的能力，也可以聽別組同學的報

告，等於一口氣享受了許多論文的知識，實在收穫良多。 

        起初會選擇這個題目，是因為組員的畢業專題所用的技術有 docker，

剛好有一篇論文與 kubernetes相關，因此就選擇了此題目，了解到了

kubernetes、docker 的技術、優缺點。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可以有自主學習的機會，我一定很樂意去參與，也

會推薦同學、學弟妹們一起來學習。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藉由此次活動，衍生學習到與課程主題相關的知識，我們懂得了自主學

習的真諦，善用這次自主學習的經驗，可以活用在未來專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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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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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五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利用雲端計算加速深度學習的計算時間 

二、組別：第五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張皓軒 上台報告 lcv31913@gmail.com 

 徐弘軒 投影片製作  

邱柏皓 上台報告  

游竣貿 資訊彙整  

許津凱 相關技術蒐集 a0970829528@gmail.com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3.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研讀論文中的相關技術，並依照時間進度規劃是否

可以進行實作，因蒐集 Deep Learninig所需的資料需要不少時間。 

4.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了解人工智慧起源 

第二週 了解人工智慧相關演算法(CNN、R-CNN等等) 

第三週 了解何謂雲端計算 

第四週 了解雲端計算如何幫助人工智慧加速運算 

第五週 了解雲端計算如何幫助人工智慧加速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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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利用雲端計算加速對深度學習的運算時間，具體核檢方式因時間問題並未

實做出來。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6月  20日 

紀錄人：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游竣貿 資訊整彙 
因為要先了解這些相關技術，所以在整合

時較困難 

張皓軒 上台報告 
相關技術太多，知識不足，準備期間較辛

苦 

許津凱 相關技術蒐集 
許多專有名詞且大多數都是未接觸過的領

域 

徐弘軒 投影片製作 
需要把大量的理論，做成較為簡短的投影

片，讓大家快速理解，還蠻困難辛苦 

邱柏皓 上台報告 
理解和能講出來讓別人理解一項技術，是

一項不簡單的挑戰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遇到的問題:  

  在閱讀這篇論文時,因為有很多專有名詞、演算法都是沒碰過的,所以要了

解這篇論文前,要先查詢這些演算法,並且深入了解,也由於這篇論文結合了深

度學習跟機器訓練的部分,所以也查詢了相關資訊才能將整篇論文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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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 107年   6月   14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利用雲端運算加速深度學習的計算時間 

(二)組別：第五組 

(三)學生姓名：張皓軒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先將論文不懂的文字敘述翻譯成中文，組員每個人把論文看過後,提出自己

所吸收到的資訊，再將每個人蒐集到的不同資料整合，並且透過網路、書、其

他論文等做深入了解。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該篇論文中我們並沒有實做，只針對理論、技術部分做了解，因為僅有 3

周的時間，無法蒐集足夠的深度學習資料量。 

(三)自主學習歷程：  

 因為老師給我們三個禮拜的時間去研究這個論文，以及找尋有興趣的主

題，經過組員們討論後，覺得這篇論文感覺很有趣,但實際的去看完整份論文，

發現有許多東西是我們現在沒有碰過的，所以在理解這份論文也花了不少時

間，這樣讓我們深深體會了為什麼老師要給我們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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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 

游竣貿: 

  對於自主學習的感覺我覺得很好,因為可以讓我們學習雲端技術的相關運用,而

因為挑選了本篇文章,也讓我知道了有關人工智慧演算法及 Deep Learning這種

相關的課外知識,在專題也有運用到這個工具,而對於不懂的問題也能跟組員們相

互討論,整體的感覺我都覺得很好!還有可以聽到不同組別的人報告,也能了解了

雲端技術在各方面的實作與應用,原本以為雲端就只是讓我們方便儲存檔案的地

方,但沒想到原來他運用的範圍是那麼的廣大,且大多數也已成熟,而也認識了各

種的平台服務模式像是 Iaas、Saas 及 Paas 等等…… 

張皓軒： 

對於這次自主學習的主題，原本是想找利用雲端技術加速冗長的運算，然

而在挑選論文時並未仔細篩選，導致題目偏題，雲端計算的技術成分相對少了

很多，然而卻對深度學習有更深的了解，包括其演算法、運作過程等等，對於 

畢業專題的製作有很大幫助。而透過其他組別對於雲端計算的報告也了解到原

來還可以用在這地方，像是加快編碼速度這個主題我個人就很感興趣，也十分

感謝其他同學的報告，彼此互相將自己的知識做交換我認為是很好的學習方

式，這三周雖沒上課但也絕無白費時間，吸收的知識量也不比上課來的少，也

感謝老師與我們討論相關題目，讓我們獲得了十分有幫助的建議。 

 

徐弘軒： 

從小到大，我們的學習方式都是老師教什麼，我們學什麼。有些時候老師

很認真地講了很多內容，但我們可能因為注意力不集中，或是對某些內容不感

興趣，而並非完全吸收進去。 

 老師這次給我們這個機會來做自主學習，讓我們自己去找資料，自己去學

習，然後做成報告，再跟大家分享。我們可以從中學到東西，學自己選的內

容，必然會花很多的心力去進行，而其效果肯定是非常的好。其都歸功於心理

因素，可能一開始我只是因為一點興趣，去學一點點，但我可能在學習的過程

中，激發出更多的興趣，就學得更好了。 

 這次我們這組選的題目，是利用雲端運算來做深度學習，因為我們的專題

也有用到深度學習這部分，感覺對我們的專題會有一些幫助，而過程中跟組員

互相討論，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聽了很多其他組的報告，也讓我們了

解了很多雲端技術的各種應用，像做檔案儲存、影像壓縮處理之類的內容，真

的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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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柏皓： 

平常在學校聽老師上課是被動地在接受資訊，但自主學習則是主動去找資

料來自己學習，差別其實滿大的，我覺得自主學習有滿大的好處，因為可以找

自己有興趣的知識來學習，再跟老師討論有問題的地方，對學習效率來說提昇

滿多的。而這次的主題我們選擇的是「透過雲端計算來加速深度學習」，這個主

題包含了兩種現在熱門的技術，可以學到如何把兩種技術結合在一起。雲端技

術的部分問題比較簡單，理解上沒遇到太大的困難，但深度學習的部分，遇到

比較多難題，畢竟是一個以前沒接觸過的領域，理解許多影像處理演算法的部

分，就花了滿多時間，到後面可以理解的時候，真的很感謝許多前人整理好的

重點，讓我可以順利的理解這項技術在做甚麼。總之透過這次自主學習計畫的

機會，讓我對雲端計算和深度學習這兩個領域都有更深度的認識，也讓我學到

如何將兩種不同的技術做結合的方法。 

 

許津凱： 

   相較於我們已經習慣在平常上課老師給什麼我們就學什麼的模式，自主學

習突然告訴我們自己才是學習的主人，老師只是提供資源和基本限制的角色，

學什麼、怎麼學和學習進度規劃完全操控在自己，我認為這樣的教育方法會提

高學習的積極性，因為當”想學什麼”變成自己的權利時，同時也會讓自己產生

出較大的責任心以及更加落實的執行力。 

  在這堂課上老師要求選擇和雲端計算與運用相關的論文做自己的題目，雖然

在選題時稍有跑題，但在自我查詢的過程中學到和 AI相關的技術(deep learning

等)和目前瓶頸，讓我對 AI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以及發現雲端計算與運用能讓許

多技術在瓶頸上能有所突破，而在各個組別的報告中也了解到各個雲端技術的

知識面和運用環境，而且也能聽到不同組別的不同見解和思路，我覺得自主學

習讓我收穫良多。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次的自主學習讓我們體會到了選擇正確論文的重要性，由於我們的主題

在深度學習的部分占了一半的比例，所以在研讀方面就較為困難許多(專有名詞

多)，也希望從這次的經驗可以讓我們之後在其他層面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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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52 
 



 

53 
 

 

  



 

54 
 

2.6. 第六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二、組別：第六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李建宏 論文閱讀、研討 d789456123851208@gmail.com 

陳正宏 論文閱讀、報告 theokleintw@gmail.com 

張博逸 論文選擇、論文閱讀 a101013322@gmail.com 

賴志團 論文閱讀、簡報製作 alex910144@gmail.com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論文方向討論、論文選擇 

第二週 確認論文、研讀 

第三週 研讀論文、討論 

第四週 討論、提出問題 

第五週 討論、簡報製作 

mailto:theokleintw@gmail.com
mailto:a1010133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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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這次是我們全組組員第一次接觸論文方面的自主學習計畫，針對雲端計算

技術結合不同領域的學術性論文做研讀，在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和同學、老師討

論，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雲端計算在各領域的應用，未來想考研究所的人也能

夠對於論文的架構、形式有初步了解。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  2018 年 6 月  4 日(二) 00:00~00:00 

紀錄人：李建宏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論文方向討論 大致確認論文選擇方向 

2 論文參考 網上搜尋了 4片論文並大致閱讀 

3 論文選擇 確認論文為編碼之雲端計算研究 

4 論文閱讀 詳讀論文 

5 與老師討論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簡報製作 

提出問題 

與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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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 2018年   6月   4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編碼之雲端計算研究 

(二)組別：第六組 

(三)學生姓名：李建宏、陳正宏、張博逸、賴志團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在論文的研討上整體還算順利，沒有太多不理解的部分，組員配合度都很好。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了解如何將影片壓縮技術利用分散式計算來加快速度。 

(三)自主學習歷程：  

整體分為三個部分，論文選擇、論文閱讀、以及提出問題討論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李建宏 

 這學期的雲端計算自主學習計畫是我們大部份同學第一次在課堂中所接觸

的，對於自主學習或許仍然不習慣，但也因為這次的經歷讓我們更加了解赤主

學習對於任何事物的重要性。 

 我們所選擇的題目是關於 H.265影片壓縮的論文，由於現在的影片因畫

質、像素等原因使檔案越來越大，在影片壓縮的加速上便是工程師要解決的問

題之一。作者將原本的 H.265技術利用分散式計算的架構來使龐大的資料量得

以減輕，並藉由兩種不同的運算方式來加速。最後雖然實驗結果還算理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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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真正做到同步壓縮，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這樣的計劃讓我們不只對於論文的形式、內容能有初步概念及了解，也讓

我們瞭解到，一項技術、一門課的所學知識是必須結合多方領域才能擁有好的

發展，而不是只有學好一樣東西，就能夠做到很多事，因此必須更加廣泛的學

習不同領域無論是程式、網路、數學等等，都是我們將來會使用到的工具。對

於雲端計算而言，能應用的範圍實在太大，但也因為這樣藏著無限的發展可

能。 

 

陳正宏 

 這次的雲端計算自主學習選擇的主題是一篇關於 H.265 影片壓縮加速的

論文。隨著現在的影片畫素越來越高，影片的壓縮傳輸便顯得十分重要，但要

在不損失畫質的前提下還要有良好的壓縮率，伴隨兒來的便是龐大複雜的運

算。這篇論文使用的方式即為基於現有的壓縮演算法設計一個雲端的平行化計

算服務，而非僅有單機的多執行緒執行。 

 論文前半段的重點著重在介紹現存兩種影片的壓縮平行計算方式：slice-

based 和 wave-front，這兩種方式分別有其優缺點，論文中也針對兩種方式分

別實驗餅討論最後的速度優缺點。 

 針對平行化計算的部分我根據論文的架構圖也實作了一套 client & server 

架構的壓縮程序，不過論文並未過多討論程式碼層面的問題，而且我也沒有完

全套用 H.265 的壓縮方法，僅將目標針對放在資料的平行化計算處理以及資料

傳輸同步的部分，所以無法比較最終的實驗數據。若再加上根據 H.265 開發的 

libde256 開源壓縮函式庫，基本上應和論文作者開發的程序相去不遠。 

 

張博逸 

我們選擇的論文是把 H265編碼的方式，用分散式雲端系統的架構，來達

到減少花費時間的效果。會選這篇論文是因為它將現有的技術做改良，要能夠

實作一個概念一定要有相當的水準。閱讀論文的過程中遇到很多問題，以前從

來沒有想過要認識某種檔案編碼方式，更何況 H265是在 2013年才成為一種標

準，也算是相當新的技術。 

這樣的學習方式有別於傳統的「教」與「學」，老師只負責與雲端計算有關

的部分，剩下的技術必須依靠自己與組員一同研究，因此更強調學習的主動

性。能理解某個技術的概念是一回事，真正拿出實作的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覺得根據論文提出的研究產生實作的例子真的是另外一個境界。這樣的學習

方式強迫學生自己搜尋並了解相關資料，我藉由這樣的經驗更了解自己的能

力，對我的生涯規畫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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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志團 

 我們這組選的是清華大學的論文，研究有關雲端 H.265 的編碼方式，新一

代的 H.265比前一代的 H.264可以獲得 50%的壓縮效率提升，這個編碼是用在

視訊與影像壓縮方面的技術標準，讓我了解到原來一張圖片和一段影片處理起

來是很複雜的，現在的影像畫質越來越高伴隨著檔案越來越大，所以更需要進

行壓縮讓檔案小一點，目前 4K畫質已經越來越普遍了，H.265最高可以支援到

8K x 4K的解析度，壓縮的目的是增加壓縮的影像品質並降低儲存所需要的位

元，但伴隨而來的是複雜的運算和大量的運算時間需求，這時候就可以使用平

行計算的概念 Slices Tiles 為基準的雲端平台來達到平行計算，使用雲端平行計

算技術可以獲取有效率的加速效果並達到編碼速度的提升，有關影像編碼的部

分就已經很複雜了，更何況這只是雲端應用的一部份，讓我體會到雲端運算的

博大精深。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自主學習計畫的立意非常好，但我們認為在學期中進行自主學習計畫或許

並不是個好的時機，與老師討論的時間也不多，並非每一個學生都能對於自己

所選的論文有充分了解。也許自主計劃若能是自發性質的才是最好的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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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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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七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雲端運算 Hadoop 架構下離峰時間資料讀取節點管理 

二、組別：第七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陳昶安 投影片製作 Chenchaungan0916@gmail.com 

黃冠惟 報告 osdsdo@hotmail.com 

周俊立 報告 Zhq123333@gmail.com 

謝秉宏 論文統整、寫計劃書 404262169@mail.fju.edu.tw 

陳新宇 投影片製作 tmhsu@gmail.com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分配工作後每個禮拜討論並回報進度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第一週 搜尋本課程相關的論文、選定主題 

第二週 組員閱讀並且了解論文內容 

第三週 與教授討論主題內容，提出問題 

第四週 製作投影片，寫自主學習計畫書 

第五週 上課報告，完成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mailto:Chenchaungan0916@gmail.com
mailto:osdsdo@hotmail.com
mailto:Zhq123333@gmail.com
mailto:404262169@mail.fju.edu.tw
mailto:tmhs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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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了解論文內容討論後製作投影片，藉由報告和與教授討論的方式來檢視是否有

不了解的地方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   107年  6 月 12  日( 二 )  

紀錄人：謝秉宏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搜尋論文 由課程中的Hadoop主題下去搜尋 

2 深入了解論文內容 
有組員提出別篇論文，後來決定與

教授討論 

3 與教授討論 與教授討論過後決定論文 

4 製作投影片 實驗結果的部分節錄較少 

5 報告 
報告的同學有些疑問，後來經由討

論順利解決問題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與教授討論的過程與問題 

本來我們有兩篇論文，經由和教授討論後決定採用”雲端運算 Hadoop 架構

下離峰時間資料讀取之節點管理”這篇論文，因為該篇內容比較簡單，也有

一些關於節點佈屬的主題與本課程相關。除此之外，教授也詢問有關自主

計畫書的部分，也都有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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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 年  6 月  15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雲端運算 Hadoop 架構下離峰時間資料讀取之節點管

理 

(二)組別：第七組 

(三)學生姓名：謝秉宏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整體情況良好，少數問題如:主題選定、論文有些部分不懂，後來經由討論都順

利解決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可附加佐證資料、文書記錄、照片或相關計畫運

作情形資料等） 

了解有關 Hadoop 架構下之離峰時間的節點節能部屬管理，藉由投影片使我們

更加了解並推廣 

(三)自主學習歷程：（請回顧「自主學習日誌」之內容並摘要寫出歷程） 

搜尋論文 

深入了解論文內容 

與教授討論 

製作投影片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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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周俊立 

這次報告是我第一次認真地閱讀學術性論文，在這之前我對一篇論文的結

構以及書寫手法等並不是很清楚，在這次報告之後我對論文有了基本的了解。

除了基本認識論文結構之外，論文的內容和我們的課程內容相關。我們選擇的

論文內容和節能有關，老師在上課時為我們介紹了 HDFS 的架構，而我們選擇

的論文討論了在 HDFS 基礎上改進的 greenHDFS，我對老師教授內容有了更深

的了解，不僅僅拘束于課堂上的東西。綜上所述，這次報告與學習使我獲益良

多，也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參與類似的學習活動。 

黃冠惟 

這一次的自主學習，我們選擇了 Hadoop的專題去做介紹，在這自主學習

的過程當中，我又更加了解雲端的操作方式，也從中知道雲端系統也需要節省

能源，從 HDFS 還有衍伸出 GreenHDFS，從 GreenHDFS 衍伸出 Cold Zone和

Hot Zone，並依照資料類型的不同去對兩區塊去做處理，由於的資料不同所以

也有硬體配置藉達到節點，兩個區塊去做處理，由於資料不同所以也有硬體配

置藉達到節點的效果。 

    自主學習讓我更深入了解雲端運算，這項研究也讓我更深入得體會軟體和

硬體得結合需要有精實思維的概念。 

    而這次自主學習的過程中，這團隊合作也是一項重大的學習經驗，有些組

員草草了事，而有些組員很認真地看待這項任務，從中體會到一樣米養百樣人

這句話的涵義，團隊合作就像小型社會一樣，不能因為個人的懶惰影響到別

人。 

 最後我要謝謝老師給我們這次的機會去做學習，謝謝助教在這過程中的幫

忙，謝謝組員和組長在這一次合作中的包容和指教。 

陳昶安 

閱讀這篇論文可以了解到兩大主題，覆蓋子集與 GreenHDFS 的基本觀念。

為了提高資源的分配與效率，而有了覆蓋子集的提出。覆蓋子集是含括每一個

block的子集，在減少節點數量來提高效率的情況下，保證每一個 block不因節

點的關閉而使得資料消失。GreenHDFS 是在 MapReduce的Map 階段前的節能

部署策略，將節點群分成 Hot Zone及 Cold Zone，並將資料在兩個 Zone之間做

轉換及部署。自主學習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閱讀理解能力的不足。初

次閱讀時誤解了文字敘述的意思，而有了覺得前後文敘述有互相牴觸的感覺。

後來根據這篇論文所提供的參考資料稍微找尋相關的敘述閱讀，比對相關的敘

述，才大致了解到敘述原本的意思。經過這一過程，學習到了閱讀一篇論文所

需做的準備。在閱讀主題前需要先了解基礎知識，閱讀主題時或許需要與其他

參考資料搭配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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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宇 

在這次的分組報告後，不管是學習上還是在合作上我都受益良多。 

這次的報告主要在於如何將從雲端概論獲得的知識，用於讀懂他人的論文，像

這次我們選的這篇論文，其中將 HDFS 在效能無法提高的情況下，找出減少耗

能的方法。這篇論文的作者在使用個種不同的判斷式後，成功找出一種能在 hot 

zone切換到 cold zone 減少約五分之一的耗能。也許五分之一看似並沒有很

多，但在大量資料，大量處理的情況下，耗能的基數會非常的大，而相對能節

省的耗能也會相對的大。 

在合作這方面我也學到很多。像是在於分工方面，組長必須將工作分配

好，且組長必須看出各個組員的擅長而非興趣，只有讓組員各司其職才能達到

最大的效益，且報告一定要提早做完，剩下的時間才能用於檢查報告中的錯

誤，還有讓上台報告的人瞭解報告的內容。 

謝秉宏 

這次自主學習獲益良多，透過上課時教授教的 Hadoop架構下的 HDFS 主題下

去搜尋，找到算是課堂延伸的這篇論文，由這篇論文我們了解到 GreenHDFS 的

概念，是將節點分為 Hot Zone和 Cold zone並藉由得到溫度變數來進行區域轉

換達到節能效果，我們所選的論文算是簡單，而且我之前就有進行過類似的論

文閱讀，所以算是很快的理解本篇論文的重點，唯一可惜的可能是我們無法將

論文實驗成果呈現，而其中我們也遇到許多問題，像是有些組員不太明白論文

內容，後來經由討論之後，除了解決問題外，也能加深自己對論文的了解，論

文前段有些和上課內容稍微重疊，我也經由此論文加深以前上課內容的印象，

藉由參考別人的論文寫作我將來在寫論文時的也有所幫助，提升我寫論文的能

力，最後要謝謝跟我一起努力的組員，我身為組長雖然有些辛苦但能順利完成

報告後也有所成長學習。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經過這一過程，學習到了閱讀一篇論文前須先具備基本的相關知識背景。

閱讀時或許需要與其他人討論或是參考相關資料。或許將來除了節錄論文作成

投影片報告外，可以小組寫一篇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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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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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第八組 

自主學習計劃書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Efficient Storage of Multi-Sensor Object-Tracking Data 

二、組別：第八組 

三、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四、指導老師：林振緯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E-mail) 

許孟傑 論文分析以及效能比

較 
404262614@mail.fju.edu.tw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閱讀相關論文，探討論文中提到的 SensorFS 對於感測器資料的彙集以及改

善感測器與 HDFS 之間的不適用性。並將論文中新的檔案系統與直接將資料送

進 HDFS 比較，看是否能改善 HDFS 在小資料讀寫上的浪費。 

進度規劃 

週次 規劃內容 (填寫大約計畫即可) 

第一週 探討大小資料比較(Block Chain or Sensor Data for HDFS) 

第二週 尋找小資料匯集方法 

第三週 SensorFS、DMFS 與其他記憶體資料庫比較 

第四週 SDG Based Algorithm 研究 

第五週 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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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釐清此資料結構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整理論文中所提供的數據比較。 

 

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日誌 

填寫日期：107 年 06月 05日(二) 10:00~12:00 

紀錄人：許孟傑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論文分析 新的 FS 要改善的問題 

2 演算法研究 小資料要怎做匯集 

3 效能比較 
需要額外研究其他檔案系統原

理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1. HDFS 對於小型資料的不適用性案例探討(Sensor Data) 

2. 新資料型態（SensorFS）的規劃與比較 

3. 小資料集合的演算法研究 

4. 效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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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7年 06月 21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Efficient Storage of Multi-Sensor Object-Tracking Data 

(二)組別：第八組 

(三)學生姓名：許孟傑 

(四)課程名稱：雲端計算概論 

(五)指導老師：林振緯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狀況描述： 

 在比較現有的記憶體資料系統時花費不少時間，演算法的部分有額外定義

兩項規則要做分析。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論文中的做法在模擬上確實改善了 HDFS 的浪費，演算法的部分雖採用貪

婪的方式求解，但相對於資料讀寫的時間上沒有太多的損害。 

 

(三)自主學習歷程：  

 為了降低空間浪費，小資料在進入最小單位較大的資料系統前要做簡易的

彙整，所以要考慮在 HDFS 上建立一個檔案系統。此系統需要能改善資料進入

HDFS 的時間，並嘗試改善 HDFS 的資料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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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在研究此論文前，我想研究有關小資料(block chain)與小資料(sensor data)的

聯合使用，但是實際上前者只用於驗證資料的正確性。教授提議先研究小資料

在雲端平台上的讀寫效能，於是就決定研究此篇論文。 

 此篇論文的亮點在於他是使用獨立在 HDFS 外的節點單位來做資料匯集，

比起從 HDFS 改善讀寫效果更明顯，我們知道機械硬碟上的 4K讀寫與大檔讀

寫會有很大的差異（但在記憶體上不會）。與其在選擇一個適當的記憶體檔案

系統上，這篇論文建立了一個確實具備 DMFS 功能的 SensorFS，而且也針對

SensorFS 做出了一個匯集資料用的演算法。 

 從成效與結論上，我們可以得知小資料進到 SensorFS 所消耗的時間遠低於

小資料直接進 HDFS 的時間。當小資料在 SensorFS 匯集到比較大的資料後，這

部分就是 HDFS 的強項了，並且也成功省下不少時間以及增大資料吞吐量。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在 SensorFS 上工作的伺服器並不只有一台。在不同伺服器的資料傳遞中，

資料一致性參考自 HDFS，這部分需要再研究其他方法。論文中的演算法使用

的是 Greedy解法，雖有效率證明但沒有說明該演算法是否為最佳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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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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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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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一） 

 

 

4/17 胡永立 教授演講 

演講主題：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for Cloud Computing 

雲端在現代發展是最為重要的指標之一，隨著資料量、運算、儲存等大幅

提升，虛擬化的技術顯得更重要，胡教授在這場演講中明確的點出雲端虛擬化

技術的重點以及技術使用，讓全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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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二） 

 

5/8胡永立 教授演講 

演講主題：Database Technology in Cloud Computing: Case Study on HBase 

在資訊大爆炸的時代，不論是儲存還是搜尋都不能使用以往的方式，要如何在

這麼龐大的資訊裡找到符合的項目，是這堂課胡教授想告訴我們的。 

  



 

81 
 

演講（三） 

 

 

 

5/8黃慶育 教授演講 

演講主題：Software and Service Reliabilities Engineering：From State of the Art to 

the Best Current Practice 

黃慶育教授帶給我們許多程式相關的新知識，像是程式的妥善率數據、軟

體的測試方法等等，讓大家知道一個軟體的開發、檢測、上市甚至是維運都是

非常重要且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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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附件 
 

 

 

 

學習問卷 

演講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