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經驗分享

⾼師⼤數學系

葉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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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學⽣對未來⽅向的不確定感

有意願當⽼師的學⽣

⽬標⽐較明確，但因為缺額少，所以有意願的學⽣也慢慢變少

沒有意願當⽼師的學⽣

到畢業時會有很⼤的不確定感，有些⼈會選擇考研究所(統計、資⼯與
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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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學⽣學到資料分析的能⼒

來系上教書時，第⼀個想法就是讓學⽣對資料分析(亦即AI)的領域
有興趣

資料科學為⽬前的當紅的領域

對於想讀資⼯與統計所會有幫助

安排課程的現況
學習資料科學相關技術時，最著重的就是實務經驗

由於任教於數學系，多半的學⽣常常是數學能⼒不錯，但是程式設計
經驗缺乏

⾯臨實務的資料分析問題上，資料分析的流程與⼿法常需要做⼀些微
調才能達到較好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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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的資料分析⼩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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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程式設計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程式設計專題

透過前期程式設計的訓練(Python程式設計課程)針對數學系(對於數學⼯
具較熟)的學⽣，再經由處理實務資料的經驗，強化對資料分析整個過程
的熟悉程度



有三⾨課搭配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課程內容以業界需求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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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I 導向的應⽤實作 [技術實作, 109]

流程⾃動化機器⼈實作與應⽤ [技術實作, 110]

向實務之資料科學技術養成 [技術實作, 108] 



課程教材

⾃製教材為主

部分課程亦有錄製磨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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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課程期末採⽤AI競賽⽅式進⾏

歷來年都是讓分析Kaggle (資料分析資料與競賽網站)上的競賽題⽬

競賽排名確定後，學⽣需要上台報告如何處理資料與建⽴模型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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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課程採實作AI應⽤

課程設計上為讓學⽣[⼩組]實作⼀個AI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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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邀請業界專家來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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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專題實作題⽬之發想⼤部分來⾃於產學合作對象⽟⼭銀⾏之
內部應⽤

在課堂內定期都會邀請⽟⼭銀⾏內部專家來給予學⽣指導，其中
包含技術與職涯之建議。



額外帶學⽣做專題

數學系沒有專題課，但我覺得專題課對於實作能⼒幫助很⼤

因此持續利⽤額外時間指導學⽣實作與機器學習相關之專題

主要想讓學⽣有實作能⼒以接軌就業或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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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參加競賽

2020 指導學⽣徐雋崴、丁嘉宏、廖佩琪、王怡堯 參加台新銀⾏⼈⼯智慧⾦ 
融挑戰賽，進⼊決賽(68 取 14) 

2019 指導學⽣吳宗憲、廖啟丞、彭泰參加「中華郵政⼤數據競賽」獲優等獎

2017 指導學⽣陳冠呈、邱柔禎、洪育軒、劉⽂瑋參加「台糖⿊客松」獲選佳 
作組 (競賽取⼀名優勝與兩名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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