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計畫教學活動記錄表 
1.授課教師姓名：葉倚任    職稱：副教授       單位：數學系 

2.課程名稱：機器學習                          開課年級：三年級         □必修    ■選修 

3.任教學期：■111學年度第二學期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 

4.課程類別：■問題導向的教學  □探究導向的教學  □開發新的教學方法及評量工具 

5.修課人數：15 

6.教學概述及成效 

（1）教學目標 

    此課程除了機器學習的基礎觀念的教授，另一個目標就是以透過資料科學競賽以實戰養成資料

分析之技術，然而以實戰養成技術是有前提的，整個教學項目先是 Python程式設計，接著才是資料

分析(機器學習)。主要就是讓學生學習到程式實作能力與資料分析流程掌握度，另外 Python目前也

是很受歡迎的程式語言之一，所以讓學生接觸 Python除了目前機器學習領域的相關套件支援較多之

外，Python也適用於許多應用，是一個可以廣泛應用的語言，也是讓學生更接近業界所需。 

 

 （2）教學過程 

除了講述教學法之外，也搭配問題導向學習法。在學期中，基礎概念會持續利用講述教學法來教授。

而在團體合作學習法中，課程會將學生分成四人一組，然後會固定有雙週練習，也就是每兩個禮拜

在課程上會有四題題目給學生練習，如圖一。學生需要自己討論由誰實作哪一題，過程中可以互相

討論也可以上網查詢，這種團體練習主要是模擬在業界實作的場景：團體合作與資訊尋找能力。這

種方式在過去已經實施多年，也發覺學生在學習上也比較認真，也會互相討論。 

 

 

     
  

 
圖一：資料分析課程雙週練習範例 

 

最後問題導向學習的部分，則是在學期一開始給予學生可能會有興趣且需要課堂所學的知識才能完

成的任務，主要的目的是想讓學生課堂之後，還有一個可以繼續練習的目標，以 Python來說這學期



則是給予實作 1D RPG之遊戲。 

 

         
 

             
 

圖四：Python課程實作任務截圖 

 

而在資料分析的課程，問題導向學習的部分則是直接採用 Kaggle競塞題目。 

 

 （3）評量方式 

在 Python程式設計方面，除了雙週練習的評量之外，會有一次上機測量。其中分為個人得分題與團

體得分題，其中團體得分題一樣是自己做題目，但是得分方式為看整隊答題率。 例如某一題為 10，

隊員數為四人，答對的隊員有 3個，則此題四人的分數為 10*3/4=7.5分。這樣設計主要的原因為要

利用團體組隊的方式來讓小組間的協助更加顯著。另外，課堂一開始的 side project 則是提供學

生加分的途徑。  而在資料分析課程方面，一樣有雙週評量，但是主要的考核為期末競賽成果或者

產學合作資料分析成果。其中期末專題將於最後四周開始上台做進度報告，主要讓學生能夠花更多

時間了解資料並互相討論，而不是最後幾天才開始進行資料分析。   

 

 

 （4）學生學習成效 

期末資料分析競賽主要採用下面 4個資料集，主要都是來自 Kaggle 網站上的資料： 

 

 
 

 
 

 

 

 

 

 



 

 

每週競賽成績如下： 

 

 
 

學生 EDA成果 

 

 
 

 

 
 



 
 

 

 

 

 

7.教學反思和評估 

[專題形式 vs. 競賽形式]  去年採用專題形式，方式為每組鎖定一個問題，深入分析，但是發覺效

果較不好，由於沒有互相比較，所以進度上會比較拖。    今年則採用競賽形式，方式為直接對四

個資料集做競賽，特地混合容易分析與較難分析之資料集，這樣讓學生成就感較大。另外，透過互

相比較，可以讓學生動機會比較強烈一點 每週都會互相分享做法，所以技巧上可以互通有無，讓學

生可以進步比較快。   

 

 

8.教學照片 

 

   

     
 

團體雙週練習時，是可以一起討論並上網尋找相關的技術與資料處理方法 



 

 

 

  
 

  
期末競賽的報告，期末競賽主要的方向是讓學生參與 Kaggle線上競賽(https://www.kaggle.com)，

也就是在學完基礎技巧之後，直接讓學生面對資料，透過直接接觸資料，學生才能夠更深刻了解機

器學習的流程，進而養成資料科學的技術。 

 

 

 

 

https://www.kagg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