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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本校通過72件創新高

學校要聞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112學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日

前公布核定結果，本校共通過72件創歷年新高，各學院以商管學院通過26件最多，其

次為工學院24件，AI創智學院則迎來首次申請並核定通過的好消息。 

教科三林楷倫以「自造AR眼鏡實境QA遊戲機制融入POE教學策略與AI ChatBot輔助生

態環境課程之效益研究」為主題，特別感謝該系助理教授林逸農的指導，提供許多建

議和提醒協助她通過申請。她表示由於對生態環境和AR製作很有興趣，並且修讀教育

學程，因此選擇了這個主題進行研究計畫。該計畫將以製作教學圖卡與AR互動為主

，同時確認場地和實驗路線，希望能如期完成研究並獲得好成果。同時也希望自己在

將來擔任高中教師時，能將這份研究應用於課堂教學，與學生分享如何將學科知識和

日常生活中的技能結合科技相關的應用和操作。林逸農認為，比起現今的實體生態導

覽解說，該學習方式結合擴增實境，可在虛擬環境中與當地生態進行互動，在未來是

非常具有發展潛力的。他也建議未來學生在選擇研究計畫主題時，可以先了解各教師

的專長並選擇合適的指導教授。 

AI二許詠翔則以「基於Transformer模型之圖像轉語音視障人士輔助系統」為研究主

題，希望挑戰自己能力的極限，透過大專生計畫來評估自己的能力並發現需要改進的

地方，更感謝指導教授的協助，讓自己在準備過程中強化不足之處，成功完成計畫書

的撰寫。對於通過申請，許詠翔覺得非常開心，未來也規劃繼續研究人工智慧或從事

相關工作，自己也將努力學習AI相關知識如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和數據分析，更

希望將其與財經、醫療和民生事業等領域結合。指導教授，AI系教授游國忠說明，該

計畫包含「影像內容語音描述」、「影像內危險物品辨識」與「高低落差判斷」等三

個核心技術，能夠實際開發出APP以幫助視障者，讓他們能夠快速理解周圍環境並注

意到潛在的危險，進一步感受圖片隱含的情緒感受並透過語音表達，更進一步指出

，「影像內危險物品辨識」技術將可應用於協助警方分析危險物品或動物，「高低落

差判斷」的專業技術上，也可望進一步發展成使用2D影像估測3D深度的技術。 

對於該系學生首次申請大專生計畫即通過，游國忠說明，今年全校72件通過的研究計

畫中，只有9件是由大二的學生所提出，許詠翔是該系第一屆學生，能在大二提出研

究計畫並獲得通過是相當不容易的。除了學生自己非常努力之外，AI系扎實的課程安

排，及實務導向的實驗課也讓學生培養出很好的實作能力。他期待許生在計畫執行階

段能有豐碩的收穫，也期待未來有更多AI系學生能踴躍提出大專生計畫並獲得核定通



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