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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DL)為近來最受人注目的技術之一，自 Google 旗下的 DeepMind

組織於 2014 年開始發展 AlphaGo 研究計畫，應用深度學習作法讓電腦會下圍棋，於 2016

年 3 月 9-15 日之間和世界冠軍韓國職業棋士李世乭進行對弈，結果為四勝一負，自此各

國政府大量投資深度學習的技術與推廣工作，例如我國科技部 AI 創新計畫，與其他各國

的投資如圖 1 所示： 

 

 

圖 1、各國 AI 政策名稱與宣布時間點(Dutton, 2018) 

 

然而深度學習並非嶄新的技術，其前身或稱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機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資料探勘或資料採礦(Data Mining, DM)等，深度學習常為

上述課程的部分或全部課程模組，以教育部 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課程資訊系統的查

詢結果，深度學習有關課程之數量如表 1 所示： 

 

表 1、教育部 106 學年度大專院校深度學習相關課程的提供數量 

課程關鍵字 課程數 系所數 學校數 

深度學習 52 28 23 

人工智慧 170 86 54 

機器學習 177 73 41 

資料探勘 189 107 52 

資料採礦 31 20 12 

 

從教育部查詢系統的細項，深度學習相關課程大部分為資訊、資管，與電機系所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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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諸如工學院、管學院、理學院與生醫學院等也有提供。本計畫在 2020 年 2 月開授【防

救災與管理資訊之深度學習分析與應用】，實踐本教學計畫與測試學生反應。在此之前，

為了準備本計畫相關新教學作法，在 2019 年 9 月開授的【建築資訊模型理論與應用】也

加入深度學習教學模組，讓同學能在 BIM 內開發延伸組件使用 TensorFlow 等技術，同時

強化教材，為 2020 年 2 月開課準備。 

 

在疫情之前，近年來可能因新南向政策與本校與多所法國大學簽訂的交流協議，課程常

有外籍生或外系(如地科、機械、應用地質、水文與海洋科學、資工、電機等)等外籍學生

來修課，這些外籍生國籍上大部分為東南亞(學位生，外國人來本校唸書取得學位)，但也

常有歐盟國家學生(大多為一學期或一年的交換生，法語系偏多，如 Université de Lyon)。

新資訊技術課程在講授時，如何兼顧本國與外籍學生的學習需求成為一大考驗，列出可

能的問題如下： 

 學生背景多元，可謂跨工程領域：一般可稱作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學生，雖然學生背景不同，但均具有數理能力與基本的程式設計

技巧。就以往經驗，每次課程最後期末報告，通常來自相同領域的同學會自行成立

小組一起做專題，此時他(她)們應用的方法學/演算法、計算工具等，通常為上課所

教導的技術，但是分析的輸入資料集合，與最後的分析結果解釋，則回到原來領域，

且常為非常專業的課題，例如他(她)們碩士論文簡化版等 

 線上與實體課議題：本課程由於結合較新的深度學習教材，在網路上具有眾多線上

課程，可謂學習資源豐富。網路線上課程與傳統授課方式相較，在於傳統課堂式教

學，教師與學生多有互動，特別是隨堂練習的程式除錯過程，學生非常需要老師下

來指導軟體操作面。因此，如何建立助教輔導同學上機實習的標準作業流程，為重

要議題，可方便日後教學或供其他課程參考，或推廣至純線上課程之實體輔導部分 

 本地學生英語吸收程度問題，為本計畫重點：由於為研究所等級課程，同學過去未

修習過授課內容，加上英語關係，常使得本地學生學習成效不佳。為了不縮減授課

內容、仍維持英語授課前提下，本計畫提出在深度學習之類課程，應採取授課講義

提供【中文輔助說明】。與傳統中文授課，英文講義/教科書有所不同，此【英語授課、

英文加中文講義】之教學方法，使得本地學生可從中文講義約略知道老師想表達的

重要概念，加上學生的基本英聽能力，希望能維持一定學習成效 

 在期末專題，學生中英夾雜報告之公平評分：公平評分是學生最在意的事情之一，

然而此類英語課程在進行中，在本校通常無論國籍，所有學生均能以英文撰寫作業

與回答考試(筆試)，但在期末專題報告時，常見現象為：本國籍學生通常能以英文撰

寫報告與製作投影片，但較難以全英語方式口說期末報告成果；東南亞籍學生英語

口說能力有時不足，本國籍學生較難聽得懂，此時若要求同儕評分，易產生偏頗；

歐美交換生通常口語表達能力豐富，本國籍學生雖可聽懂部分，但也常漏聽報告延

伸意義，同樣地若要求同儕評分，也將出現偏頗 

 

綜合以上，本研究希望從深度學習課程出發，探討上述問題與較好解法。有鑑於校園內

外籍學生持續增加，外籍學生來台並非只學中文；同時為了提升本國籍學生以英語吸收

技術類知識，應有必要探討較好的教學方式。此外，深度學習為當今最熱門的資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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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各行各業(特別是工程領域)的就業市場需求較大，如何讓同學有效學習，熟悉工

具與背後的理論，同時為本計畫的重點。 

 

 

2. 文獻探討 

 

Guerzhoy 與 Shing (2018)指出，深度學習課程教學法應以實際、小型與完整程式碼出發，

過於簡化的案例很難讓學生知曉技術全貌，過於複雜的案例則學生學習不易，容易抓錯

重點。由於選題不易，他們建議從下列角度思考： 

 與真實世界案例有關，不需要過於數學導向 

 一個完整問題，較困難的部分，可有相當多假設與程式碼，暫時不解釋，只針對本

次欲講解的觀念與程式碼說明，由簡入難 

 非常不建議以完整程式碼，去掉一些空白，讓學生填寫的方式，來教導深度學習 

 

在 Tenenberg (2010)的 Industry Fellows 論文中，他邀請微軟與 Google 做人機介面的專家

到教室，業界專家也會聆聽教授的上課，並於第二節說明教導的理論模型如何對應到業

界實務上。學生的反應則為此舉讓大家覺得期末報告好似業界某專案，而非模擬的成果，

同學會更嚴肅看待期末報告的成果。Tenenberg 教授的理論基礎為：陌生人如何加入一群

體，通常會先從旁邊觀看，先從風險較小的事情開始幫忙，接著隨著技能成長，開始幫

助組織較困難的工作。從此過程，Tenenberg 教授認為 U-I 的合作模式也應如此，在教室

端即為讓學生創建ㄧ些風險較低，但對組織有益的工作。此外，Tenenberg 教授認為大學

教授擅長組織知識對學生傳播，但業界專家通常不熟悉此過程，是故教授應協助業界專

家的教導，可直接接觸學生，但不宜放手教育工作。 

 

在 Garcia et al. (2007)論文中，研究者改進商用 CAD 軟體讓學生第一次上手 CAD 較易。

在 Wall & Ahmed (2008)論文，探討嚴肅遊戲平台對於營建從業人員終身教育的作法。在

Avramides et al. (2013)論文中，探討學生背景資料庫的建立，來研擬用電行為與推估可節

能的作法。在 Torres-Ramírez et al. (2014)論文中，研究者探討以 YouTube 當成知識傳播

工具的可行性，並以問卷來評估學習成效。在 Angeli et al. (2017)論文中，以資料探勘作

法分析學生學習成效，由於現行學習輔助軟體大量紀錄學生狀態，有必要透過資料探勘

分析好學生的學習樣式供教師參考。 

 

 

3. 研究問題 

 

以深度學習課程教授為案例，探討在英語教學環境下，如何兼顧本國籍學生、新南向國

家學生、歐美國家交換生等之學習需求。 

 

此外，從課程的教材面、軟體操作面、作業考試面，與期末報告等四個層面，探討如何

改良，使得此類課程進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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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設計與方法 

 

圖 2 顯示整體研究步驟，第一步為目標定義與範圍確認，第二步為持續的文獻回顧，探

討其他領域共用教學模組作法。第三步為資訊技術類型課程之英語教學作法，著重中文

解釋說明與一些配套措施。第四步為深度學習線上資源研究，方便轉換為本課程使用。

第五步則建立專家資料庫，邀請至課堂分享教學與研究成果。 

 

第六步為試行本研究產出，於深度學習課程，並收集學生反應。第七步分析學生學習成

效與教學評量結果，最後一步驟為研究結論與建議。 

 

1.定義研究目
標與範圍

2.文獻回顧

3.英語教學之
中文說明教法

4.網路開放資
料收集與分析

5.專家資料庫
設計與建立

6.試行BIM課
程，實際運行
深度學習課程

7.課後資料分
析與模型改進

8.研究結論與
建議

 
圖 2、研究流程圖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依照圖 2 的研究規劃，對於課程分成四大層面，說明如下： 

 上課講授與上課教材 

目標為平衡本國籍與外國籍同學之學習需求，過往作法為部分中文、部分英語教學，但



5 
 

通常進度緩慢，知識傳遞只能一半。 

 

本研究採取全程英語教學，但對於本國籍學生，予以足夠中文講義輔助說明(有時佔版

面 50%以上)，並搭配其他中文線上教學資源，讓兩方學生均能跟上學習進度。案例如

圖 3，在本課程每張簡報右上角，具有中文說明與更多學習資源網址等，讓學生上課時

聽英文，即使一開始跟不上，也能找到對應資源自學之，並跟上進度。經後續評估，此

英語教學作法與傳統中文教學作法，在進度上沒有差異，且本國籍學生學習成效，也不

會有所減少。換言之，只要提供足夠的中文輔助說明，對於全英語教學下的本國籍學

生，仍可獲得一樣的學習成效。 

 

 

圖 3、投影片右上方留下中文說明 

 

 上課示範軟體操作與寫程式過程 

就這幾年教學觀察，歐美學生的筆電常常安裝原來國家語系的軟體，如法文或瑞典文

等，他們的英文能力雖無問題，但碰到學校電腦教室提供的中文版軟體環境，常常不知

所措，例如繁體中文軟體常一開始預設為注音，造成學生輸入很久仍不得要領。 

 

就與歐美學生聊天後發現，他們原生學校老師，均希望學生除了學習中文，也能在此學

習一些技術課程，方便返國後的銜接。歐美學生對於學習動機較在意，若來上課可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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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想要的知識，缺課、不專心等等現象較難發生，上課時也有追根究柢的精神。其他

新南向學生與本國學生一樣，上課較安靜，偶爾有缺課，有時也有非常認真的同學，較

難一概而論。 

 

本課程解決之道，在於學期之初要求助教在電腦教室安裝【全英文】環境的作業系統、

LMS (或其他教學管理軟體)、應用系統軟體等。以中央大學為例，學校在購置版權時，

通常中英文均有購買，故無版權問題，教師可要求本國籍學生學習純英文軟體操作，也

許一開始會抱怨，但到學期中後均無問題；歐美與新南向學生則可順利銜接，最終使全

班同學維持學習進度。另值得一提現象，在純英文軟體環境下，本國籍學生容易【看圖

說故事】，他們會認出特別圖示，即使老師以英語教學，通常在操作軟體上，學習進度

不會落後。如圖 4 顯示本課程要求助教安裝 Windows 作業系統時，選擇英文為主要語

系，在語言輸入上多選【注音】，方便同學輸入中文，但整體版面仍維持英文介面。 

 

圖 4、Windows 選擇全英文只留注音 

 

 

 作業與考試 

畢竟本課程重點為深度學習資訊技術，非英語課，故在作業與考試上，老師以英文命

題，同學可用中文或英文回答，且不會影響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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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採分組進行，各組必須錄製 YouTube 影片，讓全班同學與老師均可事後觀看，

並給予意見。因採錄影方式，本國籍學生若無法立即聽懂外籍生的口語，可聽多次來瞭

解；對於本國籍學生，因老師要求簡報必須為英文，但可用中文說明，視情況老師也會

從旁以英文解說。 

 

 

(2) 教師教學反思 

 

對於此類以英語講授的資訊技術課程，反思教法如下： 

 

表 2、學生英語背景與教法分類 

           教法 

學生分類 

任何時刻可自學的課程(半中半

英教材加全英語講授) 

必須經真正上課之老師表演與學

生回饋 

本國籍學生，依英

聽能力分級 

因通常本國籍碩士生，英文閱讀

能力有一定水準，仍視知識的難

易度，輔以中文說明 

 老師要透過作業、隨堂問

題，瞭解學生狀況 

 要有足夠 Office Hours 

外國學生，依國家

分類 

 新南向學生，有些英文不

好，需要特別輔導、加強 

 歐美交換生，對於有興趣的

議題會投入熱情來學習 

 外國學生到新環境，仍需要

協助，老師扮演重要角色 

 逐漸擴充教法，觀摩它國老

師的同議題教法為何 

 

 

(3) 學生學習回饋 

 

先導性課程，BIM 共有 23 人修，教學評量 4.64。 

 

真正深度學習課程，16 人修，為疫情期間，仍有一位法國學生修課與三位新南向學生

修課，教學評量 4.68。 

 

在先導性課程，法國籍學生返回法國後，發現對此技術有興趣，想要在 ESTP(法國路橋

學校，該領域全國第一)繼續攻讀碩士，希望台灣老師幫忙寫推薦信，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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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法國同學來信請求推薦信 

 

 

6. 研究問題 

 

由於疫情因素，外籍生較少，較難從課程了解外籍生對於本作法的接受程度。綜合來

看，歐美交換生來台，非只是學中文，我國應致力提升大學的英語教學環境，而非僅形

式上提升英語授課的數量，應力求課程內容與國際接軌，先從接受歐美交換生，而後逐

間收學位生的方式來進行。此為大學國際化必經之路，建議教育部未來擴充相關資源，

讓大學有意願且有能力提供英語教學的老師，獲得教學相關的支持。 

 

從老師的角度，陸生雖然普遍較本國學生積極，但兩岸學生的互動，著實視個案有所不

同。對於提升本國同學的國際觀，不如鼓勵學生多與歐美與新南向國家學生有所互動，

此工作需要老師與 TA 共同塑造課堂英語環境，讓外籍生在此感受我國大學端教育資源

的豐富性，而非僅是課堂知識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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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 

與本研究計畫相關之研究成果資料，可補充於附件，如學生評量工具、訪談問題等等。 

 

圖 6、某一組學生期末專題的 YouTube 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