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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指導成果說明 

(1)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主要教授人工智慧基本原理及應用知識，另透過學生自行規畫與實踐學習的過程激

發學生自主、多元學習，進一步累積解決問題及做學問之能力，已達成「自我成長」

「思辨創新」與「宏觀合作」之目標。 

(2)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透過實作，讓學生相互交流並互相評論，以促進自我思想表達與學習。 

(3) 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需要指導學生如何利用工具(Matlab、R、Python Tensorflow 等)學習新技術。 

(4) 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未來將繼續延續此課程之核心目標，持續變化課程內容與多元性。 

(5) 優秀自主學習組別推薦與原因 

推薦組別為以下成果前兩組 

由於成果相當顯著且內容豐富與說明詳細，以此兩組為推薦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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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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3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都寫 1次) 

受指導對象 史豐毓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寫你在作業上遇到的問題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解決方法 

後續追蹤 最後有解決完成的方法或是其他等等…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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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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Determination of Colorectal Polyps Using Convolution Neuron Network)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史豐毓 

題目構想、演算法架構、

實際實驗與操作、結果與

討論等等 

0932746006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2. 進度規劃 

1. 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2. 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3. 嘗試利用 Matlab(或各種你使用的語言)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4. 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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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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史豐毓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本身研究就是這方面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演算法架構 思考如何設計等等 

實際實驗與操作 實驗的可行性與意義等等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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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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史豐毓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演算法架構 從課堂中學習各種方法運用在此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實驗的可行性與意義等等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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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0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史豐毓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 嘗試各種方法得到不錯的結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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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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史豐毓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與討論 做的成果顯著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無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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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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 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Determination of Colorectal Polyps Using Convolution Neuron Network)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史豐毓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 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無到有，中間學到了很多，原本只知道淺層概念，上完這門課後，更了解人工

智慧真正的意義，也知道如何運用課堂知識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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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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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 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 字的學習心得) 

剛開始只懂人工智慧的皮毛，所以還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後來慢慢地學了很多

知識，才了解人工智慧能運用的範圍，如此廣大，生活中任何人事物都能使用人工智

慧變得更有智慧。自從知道可以跟醫學相互運用，就覺得可以幫助更多的人們，因此

決定往這個方向研究。大腸癌是台灣第一死因，所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領域，從無到

有的過程，都要感謝有這堂課的幫助，才能完成整個專題，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困

難，剛開始不會寫這個程式，後來慢慢學習 MATLAB，才慢慢有雛型，之後開始了解大

腸鏡的背景知識，才知道醫生的辛苦，因此就想寫一個比較快的方式幫助醫生，最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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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做出來了，雖然過程很艱辛，但是經過努力還是完成了，人工智慧真的是開啟人

類偉大的航道，成為人類新的一個里程碑，往後一定還有更多更偉大的東西會呈現出

來，這都要感謝人工智慧。 

 

四、 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領域的人都來學習人工智慧的偉大。 

 

五、 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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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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107年 5/23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陳冠宇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不知道要怎麼使用 MATLAB運行 CNN 套件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跟助教互相討論學習基本語法，以及套件使用方法 

後續追蹤 利用基本套件成功分割心臟區域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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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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二、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Cardiac Segmentation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陳冠宇 
題目構想、演算法設計、

實、測試結果與討論 
0932671151 

 

七、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3.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運用深度學習來解決問題。 

4. 進度規劃 

5. 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6. 利用 Matlab來實作演算法，並產生結果 

7. 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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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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冠宇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題目構想 想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為了思考題目主題，套用目前碩士在研究的心臟資料，來進行心臟分割。 

  但為了實作需要理解 MATLAB的使用辦法，所以要先去學習 MATLAB以及深度學習的套件

使用方法。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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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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冠宇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演算法設計 從課堂中學習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為了設計程式碼，需先將資料進行前處理，前處理的部分在先前就已先處理後，跟助教

討論如何使用 MATLAB 的深度學習套件，並使用其方法產生結果，接下來需要統整所有結果

並討論之。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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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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0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冠宇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結果與討論 嘗試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將其結果與正確解答進行對比，計算 DM以及 APD來測量結果，目前結果都展現的不錯。

等待上台報告。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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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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Cardiac Segmentation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陳冠宇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利用深度學習套件分析現有的資料，並且結果也十分的好，可見於深度學習如今

的能力，是十分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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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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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套件使用方法從頭學起，學成後在套用上十分快速且方便，省去了很多心

力，同時結果也更加好。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在這門課程中，老師提供了我們許許多多的方法，同時也邀請了 3位講師來替我

們介紹實作的方法，使得課程不在局限於理論，更提供了實作方向，使得我們可以更

快的進入狀況內，同時老師、助教、講師們都可以隨時讓我們提問，使得我們在學習

的過程中，不會在一個問題上卡上許久，都可以很快的得到協助，好讓我們可以把更

多的心力放在我們所有研究的想法，來讓我們的想法實現，這是其他課程比較欠缺的

部分，而在最後的專題發表上，除了上台發表自己的專題，同時也可以聽其他人的專

題內容，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讓我可以從他們的想法中，獲取不同的資訊，像是

原來也可以把深度學習套用在不同的領域上等等，老師也會給予每個學生意見以及想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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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最後的收穫來說可以學習到很多的資訊以及內容，同時還提供了實作的方法，

所以非常推薦這門課程。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提供了許多的方法，而我套用了深度學習的方法，且成果非常好，多虧了

這堂課，讓我學習到更多的方法，並從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方法，是一堂十分好的課

程!。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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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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2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黃承澤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將人工智慧相關的技術與觀念運用到 UNITY遊戲設計上，並應用在現今遊戲裡

可以被此技術活用的項目中。(例如 : 賽車，追逐 學習反應等等)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將待使用物件(運用人工智慧的物件)賦予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輸入、隱

藏與輸出層未定，並使用無論是監督式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非監督式

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或是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方

式使物件更加智能化。 

後續追蹤 
使用強化學習的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來針對一次多個賽車進行學

習，並逐漸的訓練出可以跑完完整賽道的神經網絡的權重設定。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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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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Evolutionary Neural Network Learns with Genetic Algorithm to Drive Car 

by Unity)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你的名字 

題目構想、演算法架構、

實際實驗與操作、結果與

討論等等 

0966-571-666 

 

六、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與網路資源，並實作機器學習的實驗。 

2. 進度規劃 

1. 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2. 使用上課所學或網路上的方法 

3. 嘗試利用 Unity 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4. 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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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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黃承澤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利用神經網路來實作賽車在賽道中的學習。 

2 演算法架構 

決定使用基因演算法並使用多個隨機權重來初始

第一輪賽車，從中挑選出最佳兩輛車的權重來調整

其他車的權重後再重啟比賽，並重複此動作直到有

輛車跑完賽道。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思考著是否自己寫完整的系統；或抑是使用他人的

作品做近一步的實驗，並了解其構造及作法。 

結果與討論 

如果是自己完成整個系統的話，將討論自己的系統

完不完善，並改善缺點；使用他人作品研究的話，

評估系統並提出改善的空間。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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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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黃承澤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 

因於時間、技術複雜的考量，決定使用他人於

YouTube 上發表的作品來當作本研究的實驗教材；

初起瞭解到賽車使用的神經網路的結構（五個輸入

層包含左、左前、前、右前 與右，兩層隱藏層分

別四、三個節點 以及兩個輸出層分別為 選轉度 -

1 ~ 1 以及速度 0 ~ 1），神經網路的程式架構

（權重設計 與基因演算法的實作），並研究每次訓

練的差異處。 

4 結果與討論 

因於第一次所有的權重皆為隨機亂數，每次訓練完

成所跑的世代數量相差不少，可由增加每次的賽車

數量來減少變異數。 

輸入層只有五層的關係，明顯的訓練結果並不能適

用於本訓練以外的賽道，試想如增加賽車的偵測器

也就是輸入層的話，將有助於訓練模組的適性程

度。 

基於原作的賽道為非封閉賽道，一旦賽車跑出賽道

出口外皆會有不理想的無法結束性的一直找路跑

並中斷學習，所以強烈性的打算將賽道設為封閉性

循環賽道，除了可以一直訓練外，也增加了訓練的

真實性。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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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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Evolutionary Neural Network Learns with Genetic Algorithm to Drive Car 

by Unity)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黃承澤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原本只知道甚麼是 AI，在上這堂課的期間，一直累積知識並一直試想著如何運用

到遊戲上，直到上完整學期的課之後，更加了解了人工智慧的原理以及其應用的方

法。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詳見(五)附件 

(三)自主學習歷程：  

 一開始就使用 Unity 做出機器學習相關的作品，在瀏覽市面上的相關作品之後決

定做出使用基因演算法來學習的神經網路賽車訓練。雖然在課堂上學習的東西很多，

可是要自己實作出系統是有點困難的，在經過一絲構想後決定研究別人的作品。在研

究中，除了學到怎麼架構類似神經網路的結構與基因演算法之外，也從他們的高端程

式中學到了更便利 更有設計價值的程式邏輯以及寫法。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在上這堂課之前，期待著以應用人工智慧為主的教學方式，不過開始上課之後就

對其原理產生好奇，在課堂的一開始所教的基本原理(監督式等學習方式 以及神經網

路的架構以其用作方式)都讓我深深的喜歡上人工智慧。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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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所有教的東西都讓我有興趣，所以我就上網看了一些用 Unity 實作人

工智慧的影片，發現大多都是以代理人的方式訓練物件，所使用的幾乎都是使用神經

網路並使用像是反向傳播演算法(Back-Propagation Algorithm)或是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來透過重複性的物件觸發死亡後學習並重新行動直到觸發，這種

學習方式似乎是目前遊戲大眾的訓練方式。的確我也想不到更快更有效率的方式了。 

經歷了這次的專題研究，讓我學到了如何將神經網路與基因演算法的實作之外，

也讓我學習到更好的程式設計手法，這是對我來說最好的收穫。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對此有興趣的人能夠更了解並發展出更多的實作。 

 

五、其它附件 

 

甲、 Unity中的訓練環境 包含實體畫面 最佳車所有權重的檢視 

 

乙、 在訓練中，所顯示的左下角世代次數、車前五個偵測器(輸入層)、左上

角的資訊(車號、旋轉度、速度以及進度) 含有右上角的 NN結構圖和五個輸入

值。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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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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1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都寫 1次) 

受指導對象 王能軒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 EEG訊號處理 

2. Deep Learning模型套用 

3. CNN架構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1. 訊問教授 

2. 詢問業師 

3. 參考相關論文 

後續追蹤 訊號還在處理以及運用基本 Deep Learning 模型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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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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二、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使用 EEG判斷呼吸中止症並用 CNN訓練)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王能軒 
題目構想、演算法架構、

實際實驗與操作 
0983598945 

 

七、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3.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4. 進度規劃 

5. 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6. 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7. 嘗試利用 Matlab 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8. 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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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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王能軒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心得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演算法架構 觀看學長論文 

實際實驗與操作 運用學長論文的處理方法 

結果與討論 有部分看不懂，需與同學或教授討論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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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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王能軒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演算法架構 從課堂中學習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運用學長論文的處理方法 

結果與討論 與同學討論過後進行下一步的實作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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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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0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王能軒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 嘗試各種方法的心得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結果與討論 
目前與學長的論文方法有些出入，需要再進一步與

教授討論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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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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王能軒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與討論 做的心得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目前看起來是進行到一個段落，但實際的狀況還是要看電腦跑出來的成果去做判定，這次

跑出來的結果只有 77%沒有到很好，還需要進一步的實作與訓練。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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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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使用 EEG判斷呼吸中止症並用 CNN訓練)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王能軒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無到有，中間學到了很多，原本只知道淺層概念，上完這門課後，更了解人工

智慧真正的意義，也知道如何運用課堂知識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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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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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 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 字的學習心得) 

這次人工智慧的訓練，有別與以往我上過的課程，老師非常用心地請了業界的

老師來替我們大家進行 MATLAB 的基本使用，以及 Deep Learning 的模型介

紹，更棒的是也有請到楊教授來與我們進行另外一次的演講與上課，楊教授的

演講更嚷我知道了有關現在 Deep Learning 的狀況以及他的基本架構，透過老

師的細心講解，我們了解到了各種的演算法以及有關人工智輝相關的議題以及

所要研究的領域，這次的期末報告，更是超乎了我一班上課的想像，直接的實

作帶給了大家，更加不一樣的看法以及更不一樣的見解，透過之前楊教授的演

附件四 



51 
 

講有聽到關於 alphaGO 的訓練，突然覺得人類真的是非常的渺小，幾千年的歷

史就被電腦這樣子打破了，不過我相信電腦會幫這人類進步到另一個新的高

度，讓人工智慧，變成有利於人類發展的良藥。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領域的人都來學習人工智慧的偉大。 

 

五、其它附件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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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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3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陳柏璋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在座前處理的部分有些許的雜訊未處理好，導致再進行 training 時的正確率

一直處於低水平。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找到有效的處理方式且完成 training。 

後續追蹤 最後有解決完成的方法或是其他等等…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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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膀胱影像分割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陳柏璋 

題目構想、影像處理方式

搜尋、實際測試觀察、結

果與討論 

0928119265 

 

八、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5.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6. 進度規劃 

9. 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10.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11.嘗試利用 Matlab(或各種你使用的語言)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12.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報告之 PPT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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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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柏璋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將膀胱 CT圖的輪廓圈出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影像處理方式搜尋 圖像語意分析 

實際測試觀察 執行其他範例效果不錯 

結果與討論 繼續實做看看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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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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柏璋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影像處理方式搜尋 學習 K-means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影像處理方式搜尋 K-means 

結果與討論 K值須依照圖片來調整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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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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測試觀察 依舊使用圖像分析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結果與討論 
因 database 有點少，導致出來的成果有些不確定

因素。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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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與討論  

最後的結果有達到 75%。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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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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膀胱影像分割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陳柏璋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無到有，中間學到了很多，原本只知道淺層概念，上完這門課後，更了解人工

智慧真正的意義，也知道如何運用課堂知識在現實生活中。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詳見(五)附件 

(三)自主學習歷程： 

一開始選擇這個題目時，還有些許的期待感，畢竟是拿到到了醫學的影像，但是用了

很多種方法都行不通後才開始擔心，一張醫學 CT圖的雜訊過多，需要做的前處理也要

足夠。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對就是你的心得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最近人工智慧(AI)快速興起與發展，大家都一股腦地向裡面栽，但是人工智慧中

的機器學習卻是一個黑盒子，很多人並不了解他其中的演算方式，便把自己想要的訓

練的圖片丟進去，就是想知道，最後出來的結果是否為自己想要的樣子。在這個黑盒

子裡面，他的 database 非常大又雜，以 alexnet來說，至少有 1百萬張圖片，且圖片

的類別皆是隨機選取，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圖片丟進來讓他辨別，都可以很精準的分

類。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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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己想要單類別的 training，首先要找到足夠量的圖像，在資料不足的情況

下，圖片的準確率一定會非常高，但是如果將圖給他測試時，也會有很大的機率會是

錯誤的。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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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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0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殷珮珊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 CNN迴圈設定有誤 

2. 資料無法丟入 CNN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InitialLearnRate 參數調整 

將資料從 4D轉為 2D*slice*times 

後續追蹤 Acc從 35%提升到 70%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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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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五、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Classification of gender with CNN based on DTI 

image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殷珮珊 

題目構想、演算法架構、

實際實驗與操作、結果與

討論等等 

0961-109469 

 

九、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7.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8. 進度規劃 

13.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14.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15.嘗試利用 Matlab(或各種你使用的語言)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16.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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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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臉部識別 / 聲音識別 / 醫學影像？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演算法架構 CNN / ANN / ？ 

實際實驗與操作 Model?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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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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演算法架構 Matlab 講師授課的 CNN model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DTI image 為 structural 的圖形，較能進行識

別。 

結果與討論 ？？ 

 

是否是 CNN 迴圈有問題，或是資料前處理不足？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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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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0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 Structual 比 functional 更好識別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結果與討論 結果較偏向老年人，  

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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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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與討論 

實驗結果發現，不足的前處理會導致精確度不夠

高，若能提升前處理，並將可利用資料特別提取出

來，也許可增加精確度。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無 

 

 

 

 

 

 

 

 

 

 

 

 

 

 

 

 

 

 

 

 

附件三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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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Classification of gender with CNN based on DTI image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殷珮珊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第一次實際理解人工智慧的意涵，在課堂後期親身實作，利用身邊自有的素材，

獨立學習如何利用 NN得到想要的資訊，並從中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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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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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連要怎麼做都不知道，後來經過 ML的演講，稍微了解實作層面，在配合老

師上課所教的不同演算法，自己去網上尋找相關資訊，並結合上課所學，製做出屬於

自己的 model，在資料的處理上，也學習利用 matlab 更快速的處理，並從而得知後續

分析、分類等等的技巧。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對於這堂課才實際接觸 AI的我來說，聽到期末專題，一開始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甚至連題目選什麼都很難決定。從期初，老師詳細介紹了傳統、現代的不同演算法

後，開始理解其中複雜的地方，後來看了老師上課教過的一些範例，決定利用手中自

有的素材。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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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中時，課堂上的講師介紹了許多在 matlab 上可以使用的方法，也讓我們對

於 matlab有了基礎，此外，藉由講師的協助，也進一步得知不同的方法適用於不同的

資料，並在課堂上嘗試跑了識別，得到還不錯的啟發。 

 在同學老師跟助教的協助下，才能完成這份作業，並且得到屬於自己的一套

model，針對於這套 model 再多做許多不同的微調、修整，對於其中的程式運算更為熟

悉，雖然最後出來的圖很漂亮，但從中還可以再做延伸跟修改。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在深度學習的資料是如何做處

理、簡化、運算，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將自己所學及想法都投射在成果上，也不

會被限制範圍，有很寬裕的選擇空間，所以應該推廣這門課，讓各領域的人都學習相

關知識，促使人工智慧在不同的層面上都能有所幫助。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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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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5/1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陳玟君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在辨識圖片的時候，準確率都很低，測試結果也不準確。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CNN要多層，圖片要多且要篩選好。 

後續追蹤 準確率提升很多，測試結果也很好。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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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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六、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柴犬與熊貓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陳玟君 

狗狗品種辨識、狗與熊貓

辨識 

MATLAB 

CNN 

0926867068 

 

十、 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9.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10. 進度規劃 

17.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18.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19.嘗試利用 Matlab(或各種你使用的語言)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20.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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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玟君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確定題目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進度: 

確定題目(狗狗品種) 

圖片篩選 

代辦: 

調整 CNN MODEL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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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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玟君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MODEL調整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進度: 

調整 CNN MODEL 

圖片再次篩選 

多次試驗 

問題: 

準確率很低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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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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30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玟君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操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進度: 

改變 data set 

調整 MODEL 

多次試驗 

問題: 

準確率還是很低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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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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0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玟君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操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進度: 

改變 data set(柴犬、熊貓) 

調整 MODEL 

多次試驗 

代辦: 

要測試結果 

 

 

 

 

 

 

 

(請自行延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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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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月 1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陳玟君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進度: 

調整 MODEL 

多次試驗 

進行測試 

 

 

 

 

 

 

 

(請自行延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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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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柴犬與熊貓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陳玟君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無到有，中間學到了很多，原本只知道淺層概念，上完這門課後，更了解人工

智慧真正的意義，也知道如何運用課堂知識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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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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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一開始完全不知道 CNN 怎麼操作，經由老師一步一步的教導，了解 MATLAB 如何操

作 CNN。想題目是最難的階段，因為不知道什麼題目適合做研究，一開始想的題目，做

出來的結果不甚理想，中途一直修正 CNN的模型，還有一直增加圖片、篩選圖片，甚

至更改題目，最後的結果才稍微理想一點。 

在之後要做的調整為，將圖片篩選的更好、更精準，像是動物的圖片，就只要用

大頭照，而且背景要同一色調，不然準確率會很不準，圖片的數量也要越多越好，而

且 CNN的模型要多層一點比較好，這樣最後的準確率以及測試結果才會比較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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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研究中，學到很多機器學習的技術，CNN、ANN、禁忌搜尋法、基因演算

法等等的技術，對自己在研究所之後的研究會很有幫助，也讓自己更了解現在的趨

勢。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領域的人都來學習人工智慧的偉大。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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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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2018/06/08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鄭長宇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Matlab CNN 要怎麼跑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請助教操作一次並指導參數要怎麼設 

後續追蹤 運用 CNN 跑 fMRI影像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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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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fMRI in CNN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鄭長宇 

題目構想、演算法架構、

實際實驗與操作、結果與

討論等等 

0920585242 

 

六、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12. 進度規劃 

21.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22.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23.嘗試利用 Matlab(或各種你使用的語言)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24.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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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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鄭長宇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想和 fMRI 影像作結合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演算法架構 思考如何設計等等 

實際實驗與操作 實驗的可行性與意義等等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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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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演算法架構 
Matlab Workshop中提到 CNN的架構用來嘗試在自

己的題目 

待辦事項： 

fMRI前處理 

實際使用 CNN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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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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 
一開始不知道 CNN 中的參數怎麼設會比較適合我

的實驗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Convolution：(3 ,10) => 3*3 有 10個 

Pooling：[2 2] =>2*2 的 filter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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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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與討論 實際上結果不如預期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可能 fMRI 的資料不適合用 CNN分析，因為 fMRI 的資料不是結構性而是功能性的。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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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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fMRI in CNN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鄭長宇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一開始並不熟悉如何操作只知道大概概念，但到計畫最後也都知道 CNN 如何操

作與修改，對於未來也可以知道如何應用在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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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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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經過這次的專題對於 fMRI 和 CNN的概念和實作也比較熟悉。fMRI是透過 MRI影

像計算各個腦區的活躍程度，透過專題的實作更清楚 slice timing、normalizing 等

等各個步驟的概念。而實際上在實驗 CNN的時候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例如一開始怎麼

把 fMRI 的影像變成適合放入 CNN 的格式。由於 fMRI 影像是一個 4D的影像(立體加時

間)，要符合 CNN的格式還需要做一些調整，在這個過程中也知道要對於 CNN 來說怎樣

的輸入是比較好的輸入。至於參數的在實際上修改之前也只知道淺略的概念，但實際

操作之後對於怎麼樣一步一步修改參數才會有更好的結果也有比較清楚的概念，像是

convolution 遮罩的大小和 pooling遮罩的大小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驗調整到最適合的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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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透過這次的專題更能了解到人工智慧中的深度學習在不同領域的結合的運用，

也更能發想對於其他領域有甚麼是能用 CNN應用的。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更多人了解實際上人工智慧得知識。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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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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 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2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_次 

受指導對象 林博文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問題一：data雜訊太多，導致 model 訓練無法成功 

問題二：testing的準確度不高，後來增加 training 的 data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問題一：改善了 data的不一致性，使 training能夠成功。 

問題二：增加 training的 data，並將一些偏差太大的 data 移除，改善準確

率。 

後續追蹤 更改、蒐集更多 data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____許見章_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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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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Facial and Gender Classification of Stickers Using 

CNN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林博文 
CNN 專題製作，辨識圖片

中男女的性別 
0952176311 

 

十一、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3.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利用演講者給予的資源，實作本次專題。 

14. 進度規劃 

1. 學習 matlab基礎操作 

2. 套用演講者的 CNN 方法實作 

3. 蒐集圖片並套用到 CNN 

4. 課堂發表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一起進行評分與討論。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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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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二) 13:30~15:30 

紀錄人：林博文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圖片資料處理 將圖片讀進 matlab並轉成 Table 

2 CNN架構 調整 learning rate與 epcho 

3 調整 data 改善 training 與 testing的結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甲、 data雜訊處理 

乙、 更多的圖片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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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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al and Gender Classification of Stickers Using 

CNN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林博文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在本次計畫執行時，利用了之前演講者的 CNN 下去做修改，並遇到以下的問題。 

問題一：data雜訊太多，導致 model訓練無法成功，後來改善了 data的不一致性，使

training能夠成功。 

問題二：testing的準確度不高，後來增加 training 的 data，並將一些偏差太大的

data移除，改善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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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400多張的圖片 training下，testing出來的 model準確率達到 88%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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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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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從製作 project 中，了解到了 CNN 的實作方式，也學會了如何使用 matlab 語言，

在實作的同時也經歷了數次的發生問題、解決問題這兩個階段，發生問題:在 training

時，精確度無法上升，解決問題:發現 data的雜訊太多，導致 training時無法將精確

度往上提升，因此尋找更多類似的圖片改善 data的不一致性，這是一次重要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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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歷程中一定會有很多這種時刻，發生問題時總會急著想找尋解決的辦法，解決

問題時卻又會發現另一個問題，在一次又一次的錯誤當中，在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後，

最終的結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次次的調整 data與 learning rate 當中，漸漸學習到

如何才能夠完整的完成一個 CNN project並且有不錯的結果，本次的 project 是我第

一次使用 matlab完成的，也讓我了解 matlab的便利性，許多和深度學習有關的

project 都可以藉由 matlab 內的函式庫完成，真的很方便。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本次的計畫非常有意義，讓人學到很多有關於人工智慧的知識，也能實際操作跟

人工智慧有關的實驗，可以讓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什麼是人工智慧。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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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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20180425 受指導組別  

地點 聖言樓 SF648 受指導次數 第 1次 

受指導對象 何金翰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 訓練樣本時間過久問題 

2. 了解 CNN 架構流程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1. 將執行 CPU 改用 GPU ,或改用多執行序訓練樣本模組 

2. 課堂上了解到 CNN=(捲積+池化)*N+MLP(類神經網路)的一個結構 

其中(捲積+池化)是為了達到自動特徵擷取的非監督式學習方法 

後續追蹤 

1. 因未能取得 GPU板子與設計多執行序的方式訓練模組 

但發現使用較好的電腦可以加快速度,故用此方法訓練模組 

也使用較簡易的數字辨識訓練較為快速 

2. 依照教授的教學結構再進一步了解不同工具使用如 Python(tensorflow or 

keras) , MatLab 工具等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_許見章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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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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手寫數字辨識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教授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何金翰 
手寫數字辨識模組訓練與

驗證模組 
0928038180 

 

十二、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5.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利用 Yann LeCun's website 之 MNIST 手寫數字圖片利用兩層 CNN訓練模型 

並分別於第一層 filters 使用 16與 20來訓練模型,後端 MLP則於隱藏層設定 128

與 256神經元分別訓練,比較驗證準確率哪個較佳 

16. 進度規劃 

a. 利用教授課堂講解之 CNN架構 PYTHON Keras 訓練模型 , 檢驗準確率 

b. 實際應用模型產出辨識結果 

c. 課堂報告成果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1.了解 CNN之訓練流程 

2.實作工具 Keras相關參數代表意義 

可使用訓練模型辨識資料結果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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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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23  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何金翰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了解 MNIST手寫數字資料  

2 了解 CNN與 MLP 差異 於實作中結合上課投影片觀念了解架構 

3 實做 CNN模組訓練結構 兩層 conv , pool 與 MLP一隱藏層之架構實作 

4. 比較不同參數訓練出的準確率 增加神經元與 filter之模組差異不大 

5. 使用訓練好模組辨識資料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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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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手寫數字辨識實作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何金翰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教授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可實作手寫數字圖片辨識 AI，並更了解人工智慧意義與現實生活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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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的模型可辨識之準確率為 97% ,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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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專研 CNN相關之應用與衍生功能，實作了解 CNN架構與程式撰寫，進而初步寫

出手寫數字辨識之模組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在本次課程中，學習到類神經網路、深度學習、分群分類、專家系統、模糊理論、

智慧代理人等人工智慧的知識理論。其中個人最有興趣的部分是 CNN圖像辨識的理論

與應用，故於此方面參考了許多文獻與應用，如 CNN、R-CNN、Fast R-CNN、Faster R-

CNN、Mask R-CNN、FCN、YOLO、YOLO2等。從最基本的 CNN圖片分類慢慢進步到圖片中

的物件定位、物件辨識與加速定位辨識，可以看出一個新的應用出現可行性，則其技

術會在慢慢增強與優化。 

  本次的實作 CNN手寫辨識的應用，發現想自行設計一個模組不是一朝一夕能得到準

確率可信度高的模組，實作手寫辨識只使用兩層 CONV 與 POOL和一個隱藏層(128神經

元)的 MLP讓其在二核心電腦上執行訓練時間需要半小時，只是短短幾層就需要跑這麼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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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那多層的模組訓練起來肯定需要高處理效率的機器才能較快完成訓練，訓練出來

的模組還需要測試準確率與實際應用是否符合使用之可信度比例才算成功的模組。 

  這次實作是以單一圖片做 CNN的分類應用，未來希望能再鑽研文章內文字之物件辨

識，再加以衍生功能轉換文字，達到圖片轉換字串的功能，雖然 GOOGLE已有此服務，

但若自己能實作出該功能那成就感肯定頗高！日後需再持續鑽研，需要再更加了解 CNN

得各種應用。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在這門課上了解到許多人工智慧的技術與應用，也需要實際操作，收穫頗多， 

另外在 CNN 的應用上自身需要再多加了解與練習！ 

 

五、其它附件 

參考 Mnist 手寫辨識實作.pptx 

第一次 CNN 模組訓練 conv2d_1 , filter=16 | dense_1 ,神經元=1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yer (type)                 Output Shape              Param #    

================================================================= 

conv2d_1 (Conv2D)            (None, 28, 28, 20)        5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_pooling2d_1 (MaxPooling2 (None, 14, 14, 20)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v2d_2 (Conv2D)            (None, 14, 14, 36)        180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_pooling2d_2 (MaxPooling2 (None, 7, 7, 36)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opout_1 (Dropout)          (None, 7, 7, 36)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latten_1 (Flatten)          (None, 1764)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se_1 (Dense)              (None, 256)               4518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opout_2 (Dropout)          (None, 256)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se_2 (Dense)              (None, 10)                2570       

================================================================= 

Total params: 472,966 

Trainable params: 472,966 

file:///C:/Users/j0932/Desktop/自主學習/Mnist手寫辨識實作.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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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rainable params: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ne 

Train on 48000 samples, validate on 12000 samples 

Epoch 1/20 

 - 89s - loss: 0.3967 - acc: 0.8777 - val_loss: 0.0899 - val_acc: 0.9740 

Epoch 2/20 

 - 87s - loss: 0.1063 - acc: 0.9679 - val_loss: 0.0583 - val_acc: 0.9823 

Epoch 3/20 

 - 86s - loss: 0.0783 - acc: 0.9758 - val_loss: 0.0464 - val_acc: 0.9868 

Epoch 4/20 

 - 84s - loss: 0.0637 - acc: 0.9804 - val_loss: 0.0445 - val_acc: 0.9868 

Epoch 5/20 

 - 92s - loss: 0.0529 - acc: 0.9835 - val_loss: 0.0353 - val_acc: 0.9890 

Epoch 6/20 

 - 85s - loss: 0.0478 - acc: 0.9852 - val_loss: 0.0395 - val_acc: 0.9890 

Epoch 7/20 

 - 85s - loss: 0.0406 - acc: 0.9875 - val_loss: 0.0367 - val_acc: 0.9905 

Epoch 8/20 

 - 85s - loss: 0.0379 - acc: 0.9882 - val_loss: 0.0314 - val_acc: 0.9915 

Epoch 9/20 

 - 86s - loss: 0.0323 - acc: 0.9901 - val_loss: 0.0313 - val_acc: 0.9913 

Epoch 10/20 

 - 85s - loss: 0.0306 - acc: 0.9898 - val_loss: 0.0316 - val_acc: 0.9904 

Epoch 11/20 

 - 85s - loss: 0.0285 - acc: 0.9908 - val_loss: 0.0340 - val_acc: 0.9905 

Epoch 12/20 

 - 86s - loss: 0.0254 - acc: 0.9919 - val_loss: 0.0275 - val_acc: 0.9914 

Epoch 13/20 

 - 86s - loss: 0.0242 - acc: 0.9921 - val_loss: 0.0296 - val_acc: 0.9908 

Epoch 14/20 

 - 86s - loss: 0.0224 - acc: 0.9929 - val_loss: 0.0286 - val_acc: 0.9916 

Epoch 15/20 

 - 90s - loss: 0.0193 - acc: 0.9938 - val_loss: 0.0270 - val_acc: 0.9923 

Epoch 16/20 

 - 89s - loss: 0.0190 - acc: 0.9938 - val_loss: 0.0297 - val_acc: 0.9918 

Epoch 17/20 

 - 94s - loss: 0.0187 - acc: 0.9935 - val_loss: 0.0302 - val_acc: 0.9918 

Epoch 18/20 

 - 86s - loss: 0.0163 - acc: 0.9946 - val_loss: 0.0306 - val_acc: 0.9913 

Epoch 19/20 

 - 87s - loss: 0.0160 - acc: 0.9945 - val_loss: 0.0308 - val_acc: 0.9913 

Epoch 20/20 

 - 86s - loss: 0.0158 - acc: 0.9945 - val_loss: 0.0272 - val_acc: 0.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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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二次 CNN 模組訓練 conv2d_1 , filter=20 | dense_1 ,神經元=256 

==================================================== 

Layer (type)                 Output Shape              Param #    

================================================================= 

conv2d_3 (Conv2D)            (None, 28, 28, 16)        4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_pooling2d_3 (MaxPooling2 (None, 14, 14, 16)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v2d_4 (Conv2D)            (None, 14, 14, 36)        144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x_pooling2d_4 (MaxPooling2 (None, 7, 7, 36)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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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out_3 (Dropout)          (None, 7, 7, 36)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latten_2 (Flatten)          (None, 1764)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se_3 (Dense)              (None, 128)               2259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opout_4 (Dropout)          (None, 128)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nse_4 (Dense)              (None, 10)                1290       

================================================================= 

Total params: 242,062 

Trainable params: 242,062 

Non-trainable params: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ne 

Train on 48000 samples, validate on 12000 samples 

Epoch 1/20 

 - 66s - loss: 0.4890 - acc: 0.8479 - val_loss: 0.0961 - val_acc: 0.9722 

Epoch 2/20 

 - 66s - loss: 0.1401 - acc: 0.9585 - val_loss: 0.0631 - val_acc: 0.9808 

Epoch 3/20 

 - 66s - loss: 0.1010 - acc: 0.9695 - val_loss: 0.0500 - val_acc: 0.9841 

Epoch 4/20 

 - 66s - loss: 0.0826 - acc: 0.9751 - val_loss: 0.0453 - val_acc: 0.9859 

Epoch 5/20 

 - 65s - loss: 0.0711 - acc: 0.9784 - val_loss: 0.0390 - val_acc: 0.9876 

Epoch 6/20 

 - 66s - loss: 0.0629 - acc: 0.9810 - val_loss: 0.0386 - val_acc: 0.9885 

Epoch 7/20 

 - 66s - loss: 0.0550 - acc: 0.9836 - val_loss: 0.0425 - val_acc: 0.9872 

Epoch 8/20 

 - 65s - loss: 0.0501 - acc: 0.9844 - val_loss: 0.0337 - val_acc: 0.9899 

Epoch 9/20 

 - 66s - loss: 0.0454 - acc: 0.9860 - val_loss: 0.0335 - val_acc: 0.9900 

Epoch 10/20 

 - 66s - loss: 0.0427 - acc: 0.9867 - val_loss: 0.0336 - val_acc: 0.9903 

Epoch 11/20 

 - 66s - loss: 0.0404 - acc: 0.9879 - val_loss: 0.0315 - val_acc: 0.9906 

Epoch 12/20 

 - 65s - loss: 0.0364 - acc: 0.9883 - val_loss: 0.0301 - val_acc: 0.9912 

Epoch 13/20 

 - 66s - loss: 0.0335 - acc: 0.9901 - val_loss: 0.0281 - val_acc: 0.9917 

Epoch 14/20 

 - 65s - loss: 0.0311 - acc: 0.9907 - val_loss: 0.0280 - val_acc: 0.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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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ch 15/20 

 - 65s - loss: 0.0295 - acc: 0.9905 - val_loss: 0.0271 - val_acc: 0.9920 

Epoch 16/20 

 - 66s - loss: 0.0284 - acc: 0.9906 - val_loss: 0.0274 - val_acc: 0.9916 

Epoch 17/20 

 - 65s - loss: 0.0254 - acc: 0.9920 - val_loss: 0.0297 - val_acc: 0.9912 

Epoch 18/20 

 - 65s - loss: 0.0261 - acc: 0.9917 - val_loss: 0.0271 - val_acc: 0.9923 

Epoch 19/20 

 - 65s - loss: 0.0246 - acc: 0.9919 - val_loss: 0.0289 - val_acc: 0.9923 

Epoch 20/20 

 - 65s - loss: 0.0228 - acc: 0.9928 - val_loss: 0.0263 - val_acc: 0.9927 

 

￼ 
 
￼ 

￼  

 
由第一次與第二次訓練之模組來看，可看出準確率皆維持在 97%以上， 



138 
 

但起始的準確率第二次較高 

故調整 filter與神經元在本次實驗中能提高分類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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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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 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6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蔡帛城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遇到許多學術上或理論上的問題，還有不知從何做起，需要什麼內容。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學術上的部分利用網路或書本查詢。參考同學的範例，去了解到什麼才是作業

所需要的內容。 

後續追蹤 最後順利完成了。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___許見章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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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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利用決策術分析病患脊柱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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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帛城 
題目構想，軟體操作，結

論。 
0970526076 

   

   

   

 

十三、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7.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訊，與網路資料，並實作實驗。 

18. 進度規劃: 

 使用上課所學的方法 

 上網搜尋相關資料 

 使用 weka作相關實驗 

 課堂發表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期末發表。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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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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16 日(三) 16:30~21:30 

紀錄人：蔡帛城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決定題目 

2. 軟提操作 架構環境與實際操作 

3 結論 資料忘記離散化。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代辦事項: 做好統總並總結。 

 

待解決問題: 資料離散化。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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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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利用決策術分析病患脊柱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蔡帛城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Weka並不是一個難的程式，操作起來相當好上手，但一開始尚未接觸時，環境架設稍

微麻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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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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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開始想題目就花了非常久的時間，不清楚該從什麼題目著手較好操作，問了幾個

同學的意見後，才決定好題目，開始慢慢上網找資料而做出成果。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人工智慧算在資訊界是現在非常紅的一個技術，透過深度學習讓機器慢慢訓練。所以

在一開始選課時，才會對這堂課有興趣，課堂中老師還有請外面的講師來教我們怎麼

使用 matlab， 

算是一個相當好的經驗。中間還有教到許多類神經網路的東西，對於我來說，這部分

較不熟，之後希望自己能夠多多利用時間自學，畢竟學會這項技能，我想不管在工作

上或是專題上都相當實用。一學期下來，老師在講解各章節都還算清楚，考試利用

openbook讓我們在考試中更熟悉人工智慧的東西，對於我來說算是獲益良多。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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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講解的部分都算相當清楚，希望可以在多幾堂實作的課程，讓學生更清楚如何實

際操作。 

 

五、其它附件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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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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6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楊佳憲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Matlab 使用不夠純熟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多去實做 

後續追蹤 明顯提升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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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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七、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利用決策樹分析勞工職缺資料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楊佳憲 網路上蒐集資料 統整 0988243369 

 

十四、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19.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20. 進度規劃 

25.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26.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27.嘗試利用 weka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28.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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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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楊佳憲 

序號 工作事項  

1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雖然還算順利 

結果與討論 結果不如預期比想像中還低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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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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利用決策樹分析勞工職缺資料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楊佳憲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無到有，中間學到了很多，原本只知道淺層概念，上完這門課後，更了解人工

智慧真正的意義，也知道如何運用課堂知識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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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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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這門課對我來說獲益良多，對之前沒碰過 MATLAB 的我很新鮮，也是新的挑戰，發

現他也很實用，從第一次的作業，就發現他得強大，但又或許自己本身程式設計沒那

麼強，才會有那麼大的反應，主要在於到了什麼，而不是學到了多少，透過了這麼課

讓我對人工智慧甚至是深度學習，有更進一步的加強。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領域的人都來學習人工智慧的偉大。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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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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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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2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黃志華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執行分析結果時，遇到不知如何再提升準確率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使用 MATLAB 工具包，找出準確率最高的，再加以修改 

後續追蹤 最後有解決完成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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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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八、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Matlab- 明星臉識別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黃志華 
題目構想、實際實驗與操

作、結果與討論等等 
0903150055 

 

十五、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2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22. 進度規劃 

29.從課堂中學習相關知識 

30.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31.嘗試利用 Matlab(或各種你使用的語言)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32.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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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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黃志華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想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思考題目的創意性 思考什麼類型的題目會比較有趣等等 

結果與討論 預期之設想，想出題目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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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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黃志華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實驗使用 python 操作 從課堂中學習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實驗的可行性與意義等等 

結果與討論 沒有能如預期執行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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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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黃志華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使用 Matlab 嘗試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結果與討論 如預期執行設想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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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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你專題的題目 

(Determination of Colorectal Polyps Using Convolution Neuron Network)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黃志華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無到有，中間學到了很多，原本只知道淺層概念，上完這門課後，更了解人工

智慧真正的意義，也知道如何運用課堂知識在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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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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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經過這次後，我明白到 Deep Learning 跟其他資訊類課程一樣，都是易學難精的。當

看到教學時，感覺很容易實現的，實驗做起來還是會有很多預料之外的錯誤。不過當

解決錯誤後，會有著比其他程度成功時更大的成功感，還可以跟朋友同學分享解決的

方法，能達到互相幫助的成效。不過就算能成功執行，要達到高成功率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當中找出特徵的步驟更為難中之難，要找出有效的特徵，需要對該研究項

目有相當的認識和了解。不過當實際操作和應用深度學習後，明白到 deep learning

框架將特徵和分類器結合到一個框架中，用數據去學習 feature，在使用中減少了手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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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feature 的巨大工作量因此，不僅僅效果可以更好，而且，使用起來也有很多方

便之處，因此，是十分值得關注的一套框架，當然 deep learning 也了解到本身也不

是完美的，也不是解決世間任何 ML問題的利器，不應該被放大到一個無所不能的程

度。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領域的人都來學習人工智慧的偉大。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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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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 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2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_次 

受指導對象 蔡鎮安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問題一：testing的準確度不高，但是 training結果為 100%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問題一：增加 training的 data，並人工篩選 data，將差異過大部分 data 移

除，改善準確率。 

後續追蹤 蒐集更多的 training data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____許見章_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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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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wo dimensions and 

reality in a portrait image Using CNN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蔡鎮安 

CNN 專題製作，辨識肖像

圖片中二次元和現實的差

異 

09787549916 

 

十六、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23.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利用演講者給予的資源，實作本次專題。 

24. 進度規劃 

1. 學習 matlab基礎操作 

2. 套用演講者的 CNN 方法實作 

3. 蒐集圖片並套用到 CNN 

4. 課堂發表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一起進行評分與討論。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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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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4日(四) 15:30~17:00 

紀錄人：蔡鎮安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圖片資料處理 將圖片放進 matlab並轉成 Table 

2 CNN架構 
調 整 Convolution layer, Pooling Layer, 

Leaning r rate 與 epcho 

3 調整 data 改善 training 與 testing的結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甲、 更多的圖片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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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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wo dimensions and 

reality in a portrait image Using CNN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蔡鎮安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在本次計畫執行時，利用了之前演講者的 CNN 下去做修改，並遇到以下的問題。 

問題一：testing的準確度不高，後面增加 training 的 data，並人工篩選 data，將差

異過大部分 data移除，改善準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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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340張的圖片 training 下，241張測試圖片 testing出來的 model 準確率達到

88.68%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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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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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在設計和製作 project 中，使用了 CNN並將其實作，並大致接觸了解如何使用

matlab 語言，在實作過程經歷數次發生問題、解決問題兩個階段。發生問題:在

testing 時，精確度無法上升，但在 training table 卻得到 100%的準確率。解決問

題:發現 data的一致性過強，導致 training時無法將精確度往上提升，因此尋找更多

圖片改善 data的不一致性。這是一次重要的經驗，在學習歷程中不可避免會有很多這

種時候。發生問題時總急於找尋解決的辦法，當問題解決時卻又發現另一個問題的出

現。在不斷面對錯誤的過程，和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後，最終呈現的結果才是相對重要

的。藉由調整 data, Convolution layer, Pooling Layer, Leaning r rate 與 epcho

的學習路程，逐漸學到完成一個 CNN project 並且有不錯的結果所需要的東西。本次

的 project 是我第一次使用 matlab 完成的，也讓我了解 matlab的便利性，許多和深

度學習有關的 project都可以藉由 matlab內的提供函式庫完成，十分方便。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本次的計畫非常有意義，讓我學到很多有關於人工智慧的知識，也能實際操作跟

人工智慧有關的實驗，可以讓大家更直觀清楚的了解什麼是人工智慧。  

也希望能有相關的 DL 框架介紹或實作，像是 Caffe, TensorFlow,…等。 

五、其它附件 

PP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lWpAFwSMlrctHAMiS8MVhz8-

KTGT8nf/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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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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4/18 ~ 5/2 受指導組別 個人 

地點 上課教室 受指導次數 第____3__次 

受指導對象 林良奇 

指導老師 許見章 老師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Matlab 使用教學與實例應用 

這一次的上課主要學習內容就是從讀取 excel檔案開始，由於許多資料都是以

excel 檔案的形式儲存，所以如果能直接除 excel 檔案讀取內容，在資料的分

析上面將會更有效率。當然在學習的過程中也需要取了解如何把資料寫入

excel 檔案內，同時也介紹了 cvs 檔案內容，可以利用逗點來當作欄位的區別。

Matlab 有一個時間測量的功能，它可以用來計算程式執行多久，這對於開發者

來說是非常有用的一個功能。相信將來自己在程式的開發上面也會多多利用該

功能，來計算程式執行所需要的時間，才不至於開發程式完成後，卻發現執行

起來需要太多的資源與太久的時間，這都是非常不好的。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Execl 檔案內容讀取或是文字檔案內容讀取都是 Matlab 的基礎，當資料的收集

是來自其他人資料時，就需要先去分析資料的儲存格式，再來透過最好的方法

來取得資料內容，並不是一開始就利用最下下策的人力苦工來完成，這種作法

是最不好的方式，也是最浪費時間的。平時我們可以透過網路上其他人分享的

設計方法或是尋找書本上教導的內容來學習，多加實作程式開發與測試自己的

程式開發能力與邏輯思考能力，這樣子才能讓自己在 Matlab 上的學習更加穩

固與更加融會貫通 

後續追蹤 
持續學習並且與同學分享 Matlab 設計的程式與開發的方法，有效的改善、改

進自己程式的開發能力與實例上面的應用。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許見章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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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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Matlab 使用教學與深度學習應用 

二、組別：個人 

三、課程名稱：Matlab 使用教學與深度學習應用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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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良奇 
Matlab操作與深度學習應

用 
0917-551-636 

   

   

   

 

十七、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25.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請描述透過何種行動或方法達成)  

資料數據的收集需要很多時間，收集完成後是一大堆資訊需要去分析，如何將資

料讀取並且進行分析、分類、分群將是深度學習重要的前置作業。要完成資料的

分析，前置作業的處理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本次計畫的動機與目的在於使用 Matlab工具並與深度學習融合改善研究開發時

程。Matlab提供了利用函示庫方式讀取資料，讓我們可以透過函示庫方式去讀取

excel 檔案的相關資訊內容，再透過 CNN或是其他深度學習的 model來完成我們

要的目的。將需要人力統計資訊的時間減少了許許多多，很有效率的提升了許多

時間上面的效益。 

 

26. 進度規劃 

一、 利用 Matlab函式庫讀取 excel檔案內容，完成實作與結果顯示。 

二、 利用 Matlab下載網路上的 CNN Model並進行深度學習，完成實作與結果顯

示。 

三、 利用 Tensor flow 完成文字識別系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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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一、 於 4/18上課過程中已經利用 Matlab完成 excel檔案資料的讀取並進行大數據

分析。 

二、 於 4/25上課過程中已經利用 Matlab下載 CNN model並完成深度學習實作。 

三、 於 6/20上課過程中利用 Tensor flow完成文字識別系統。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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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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 

紀錄人：林良奇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完成 Matlab進行大數據分析 裡用 Matlab 讀取 excel內容並分析資訊。 

2 完成 Matlab進行深度學習 
利用 Matlab 網站提供的 Model 建構一個深度學習

程式。 

3 AI軟體 Tensor flow 
架構一個文字辨識系統並利用 Tensor flow 完成

基本功能。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無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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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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使用教學與深度學習應用 

(二)組別：個人 

(三)學生姓名：林良奇 

(四)課程名稱：Matlab 使用教學與深度學習應用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老師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於 4/18日上課中學習了利用 Matlab讀取 execl檔案資訊並完成資料的分析與處理，

簡簡單單的幾個 matlab 函式庫就能把我們需要的資訊分離出來，這是很不錯的開始。 

於 4/25日上課中透過 matlab 網站上抓取其他使用者建構好的 deep learning model

或是數據資料，並透過 4/18 學習的數據資料分析與處理，可以很方便的把資訊導入

deep learning model中，產生我們預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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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已完成於課堂實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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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於上課過程中利用 Matlab 讀取 execl檔案資訊，檔案的內容有著許多的欄位，

Matlab可以搜尋這些欄位內容過濾出來新的的結果於電腦畫面上或是做一些數據分析

與處理。 

2. 於 Matlab網站上可以找到學多利用 matlab完成的 deep learning model 使用，我

們只需要下載下來就可以使用其他人處理好的 Model，這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對於

研究或是初學者的我們來說是很有用的。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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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深度學習是一個熱門的知識，許許多多公司或是機關單位紛紛投入這方面的研究開

發，總是希望能讓自己的產品更加穩定或是達到事前預防或是結果的推算。有資料大

數據的開啟，讓深度學習的歷程更加重要了，目前網路上有提供許許多多的 Model出

來讓大家使用，然而數據資料的取得並不是很容易，除非彼此有合作的關係，不然這

些資料對公司或是機關單位都是資產。Matlab工具擁有很強的開發模組，並且很容易

上手，似乎已經是學生們必學的技能了。上了 2節 Matlab的課程，對 Matlab 的使用

與認識似乎有了一點，不過呢 ? 實際要操作似乎還是很困難，指令上面都還很是很熟

悉，所以以後如果真的需要用到它的時候不知道還記得幾成呢 ? 雖然只學了 2次的課

程就要學會是真的很勉強，不過以後用到 Matlab的時候只要多加練習，我想應該很很

順利上手。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幾次的上課有著不錯的成效，有專門講師的教導與實作，讓自己對於 Matlab 的使用

更加熟悉了。不過呢?最主要還是需要自主學習，多次的實作與演練才能對 Matlab更

加融會貫通。 

這幾次的自主學習課程，學習的時間似乎有點短，而要學的內容卻是很多，所以需要

自己利用下課時間實作練習 Matlab的操作，才能有真正的感觸。深度學習於現今社會

是一種熱門的話題，許多公司行號或是公家機關都紛紛投入研發的工作，目的就是希

望能讓我們的社會更便利且更加發展。我們在學校基本上都是學習 Matlab的操作方

法，也正因為有學過，才能讓我們一出社會就能有一個專業技能，對將來工作上面的

幫助是很大的。也許學校可以跟其他企業合作，讓企業目前的發展能更加深度學校學

生的學習內容，那將會是更好的一種學習方式。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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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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6/11 受指導組別 不用填(空白) 

地點 SF639 受指導次數 第__1___次(都寫 1次) 

受指導對象 張競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因為剛開始接觸這門領域，所以對於專題內容跟題目都沒有一個方向。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透過上課的聽講以及演講，慢慢的開始接觸到比較多的資訊，方向也越來越清

晰。 

後續追蹤 到課程後段對於專題有想法了。 

備註 無 

指導老師：___許見章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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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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九、 自主學習計畫主題：Pikachu vs Mew image classification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聯絡方式 

張競 

題目構想、演算法架構、

實際實驗與操作、結果與

討論等等 

0983243656 

 

十八、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27.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利用上課資源，並實作深度學習的實驗。 

28. 進度規劃 

33.從課程中，開始學習人工智慧相關知識 

34.使用上課所學方法 

35.嘗試利用 Matlab 實作出人工智慧的相關實驗研究 

36.課堂發表，並與同學互相討論學習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透過期末發表，同學與老師之間互評分數。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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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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16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張競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題目構想 想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演算法架構 思考如何設計等等 

實際實驗與操作 實驗的可行性與意義等等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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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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張競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2 演算法架構 從課堂中學習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實際實驗與操作 實驗的可行性與意義等等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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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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張競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3 實際實驗與操作 嘗試各種方法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結果與討論 是否如預期之設想等等 

 

 

 

 

 

 

 

(請自行延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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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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 23日(三) 18:30~21:30 

紀錄人：你的名字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4 結果與討論 做的心得/成果/問題 等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無 

 

 

 

 

 

 

(請自行延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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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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Pikachu vs Mew images classification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張競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從一開始毫無頭緒，慢慢透過很多資訊來增加自己的相關專業知識，最後透過這

些內容來構想出一個計畫而且能夠加以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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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見(五)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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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開始不知道要做甚麼題目，決定題目後發現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解，做了更種

實驗與測試，還有與同學跟老師還有助教的討論，才能完成此作業，中間真的獲益良

多。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在科技的進步之下，我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便利。人工智慧的三大技術，遺傳演算

法、專家系統、類神經網路，這些都是近幾年非常熱門的話題，也投入了很多資訊來

試著導入到許多領域來做應用，像是機器視覺、指紋識別、人臉識別、視網膜識別、

虹膜識別、掌紋識別、專家系統、自動規劃，等等都是非常熱門的應用。而最近看到

的影像辨識也在醫療方面有許多應用能夠為醫生來去判定腫瘤、皮膚病等症狀，而且

準確率也漸漸的越來越高，這一項技術能夠為人類帶來更便利，能夠提早確診，以增

加前期治療的機會。而在這次的學習歷程中，也學到了許多演算法，還有其相關應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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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希望在未來能夠透過這些學習的歷程來發展出一些應用能夠造福群眾，也能夠更

加的精進自己，學到更多有關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來構想出更多有關的應用。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這門課可以學到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相關知識，更能實際操作整個實驗，所以應

該推廣這門課，讓所有領域的人都來學習人工智慧的偉大。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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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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2018/6/20 受指導組別  

地點 Sf648 受指導次數 第___1___次 

受指導對象 周弘翊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教授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人工智慧教學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好好學習 

後續追蹤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_許見章___教授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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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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人工智慧學習 

二、組別：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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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弘翊 學習 405226136@mail.fju.edu.tw 

   

   

   

 

十九、計畫之動機與目的：學會人工智慧。 

29.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上課學習。  

30. 進度規劃：學期 18 周結束要學會什麼是人工智慧。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了解人工智慧，期末製作專題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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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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0  日( 三 ) 18:30~21:30 

紀錄人：周弘翊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人工智慧學習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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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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人工智慧學習 

(二)組別： 

(三)學生姓名：周弘翊 

(四)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教授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學期結束順利學習人工智慧。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期末專案製作，用 Matlab 撰寫 CNN網路讓電腦學習辨認三種動物的圖片。 

(三)自主學習歷程：18周課程學習，1~7周學習深度學習與類神經網路，8~9 周校外廠

商教學 Matlab軟體，10~18 周各種 AI知識與專家系統。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人工智慧是現在的一大顯學，大家都在瘋這個，剛好學校有開這門課我就來修修看，

課程中老師講述各種人工智慧的知識，讓我對人工智慧增加了很多了解，包含專家系

統以及深度學習還有類神經網路等等的知識，期中也請了鈦思科技的人來教學如何使

用 Matlab軟體來執行人工智慧，我覺得這對初學者有非常大的幫助，上課結束後也有

留下上課資料可以自行復習，這兩堂課很好的讓人熟悉 Matlab的工具箱安裝與使用，

所以我的期末專題才做得出來，也感謝老師有出期末作業可以讓我自主去學習怎麼用

深度學習來做個小實驗，我很喜歡這種會帶你實際操作的課程，光是學習理論知識是

很沒有實際感受的，而且開頭的第一個實作很重要，這會大大影響後面學習的動力，

如果一開始很順利的成功會加強學習的意願而進一步深入學習，希望學校可以多多開

這種課。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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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很棒。 

 

五、其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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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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史豐毓                             聯絡方式：0932746006 

時間 3/7~6/20 受指導組別 個人 

地點 SF648 受指導次數 共__14_次 

受指導對象 個人 

指導老師 許見章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3/7 人工智慧介紹 

3/14 類神經網路演算與 Deep Learning 

3/21 類神經網路演算與 Deep Learning 

3/28 醫學影像研究案例分享 

4/11 分類演算法 

4/18 MATLAB 進行大數據分析(原廠專案授課) 

4/25 MATLAB 深度學習(原廠專案授課) 

5/2 Deep Learning –Professor Yang 演講 

5/9 Intelligent algorithms &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5/16: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 heuristic search  

5/23: Expert systems 

5/30: Intelligent agents 

6/6: Uncertainty and fuzzy 

6/13: Project demo 

6/20: Project demo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教導學生藉由傳統類神經網路、演算法、分類方法與深度學習，進行資料的預

處理，利用 MATLAB CNN 或其他相關 Open-Source 的工具讓學生可以做出自己

的專案研究。  

後續追蹤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_許見章_____________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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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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二、組別：個人 

三、課程名稱：人工智慧 

四、指導老師：許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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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昌 
MNIST 手 寫 辨 識 

TRAINFING 
Peceman873@gmail.com 

何家昌 Imagenet圖形物件辨識 Peaceman873@gmail.com 

   

   

 

二十、計畫之動機與目的： 

31. 計畫內容與行動方案： (請描述透過何種行動或方法達成)  

透過手寫辨識 dataset 範例，讓學生在 MATLAB 運用 CNN 把辨識結果實作。 

32. 進度規劃 

兩周內完成報告 

九、預期效益及具體檢核方式： 

    實作數據結果繳交 

十、其他附件  

（一）自行增加凸顯方案內容之資訊  

（二）相關附件 

Matlab_CNN_406

085101.docx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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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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7日 

紀錄人：何家昌 

序號 工作事項 註記(心得/成果/問題 等) 

1 MNIST手寫資料/圖形辨識  

2 怎麼運用 MATLAB/Weka 分析  

3 CNN 演算法實作  

4 繪製演算結果  

   

待辦事項/待解決問題/筆記欄 

1. Imagenet dataset 下載 

2. RAW data 轉成 ARFF 檔 可匯入 WEKA作分析 

 

 

 

 

 

 

(請自行延伸表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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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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 

(二)組別：個人 

(三)學生姓名：何家昌 

(四)課程名稱：AI人工智慧 

(五)指導老師：許見章 

 

二、計畫成果 

(一)整體計畫執行狀況描述： 

想要實做出可以圖形物件辨識的結果，Imagenet 的 Tinny-dataset ，200個分類(一

個分類 500張，64X64的照片)預計十萬筆資料，挑出幾個分類做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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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人工智慧_40608

5101.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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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NIST手寫資料/圖形辨識 

下載圖形相關資料，如何收集有效資料。 

2 怎麼運用 MATLAB/Weka 分析 

先將相關資料做前處理，依照所需要的特徵做分類，再將資料匯入處理。 

3 CNN 演算法實作 

深度學習演算法，依照分層演算，避免 Overfitting/Vanishing 

gradient/Computational load 的結果。 

4 繪製演算結果 

依照多層學習後的結果，並經過交叉驗證，得到最終的準確率。 

三、學習心得(每位學生提供至少 300字的學習心得)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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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根據既往的經驗或資料歸納出來既定的規則，最後達到 AI 的目的。課程探討

相關從機器學習轉變到深度學習的 TRANSFER MODEL ，運用現有的 training model 去

作專案結果的呈現。早期類神經網路演算，慢慢演變到 2006年由

Hinton(Backpropagation 發明者) 所發表的 RMB 限制波爾茲曼演算機，利用僅僅兩層

淺層神經網路，最後利用 RMB model 將其堆疊起來，建立一個多層神經網路，被稱為

深度信念網路，最後結合半監督式學習，透過微量的標籤資料，對深度學習網路的神

經元權重和偏差值進行調整，等到精度更高後，最後一層才讓結果進行分類。因為深

度學習需要大量的資料才能把 training model 建立起來，透過這種半監督式學習的方

式，未來在行動裝置的 sensor 獲取資料上，會有好的效率與結果，往往我們無法讓機

器與學習太多的資料，只能少數重要資料透過些微修正的方式，讓結果學得更好，這

在未來一定是很大的挑戰，而目前廣泛使用 MLP(多層感知器)+ReLU 函數，解決梯度消

失的問題，讓最後結果迫近我們所要的結論。 

四、結論與具體建議  

課程實作案例，讓大家可以比較能明白課程內容所提的演算法與分類方法，可以有效

學習。 

 

五、其它附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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