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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實務應用 

1. 政大蔡炎龍教授 MOOCS 課程(成為 python 數據分析達人

的第一門課)， 

第 1 次作業(進度: 1-1 ~ 1-10):  

BMI 程序 

BMI = 體重(公斤)/身高(公尺)^2 

 

第 2 次作業(進度: 2-1 ~ 2-6):  

BMI 程序寫成 “函式”形式 

 

第 3 次作業(進度: 2-7 ~ 2-13):  

猜一猜，使用亂數產生 0 ~ 99 之間的整數，你先猜此

亂數是大於(含等於)50 或是小於 50，你輸入 0 或 1 

分別表達小於 50 或大於(含等於)50。若是輸入與亂數

結果一致，則你猜對了，反之則猜錯了。 

 

第 4 次作業(進度: 3-1 ~ 3-6):  

利用 numpy.array 之特性(不使用 for 迴圈)，計算三位

同學 BMI，請參考以下範例: 計算三個三角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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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次作業(進度: 3-7 ~ 3-13) : 

請參考 3-12 講義與下圖，使用最少行數的程式，請畫出

sin(x)波形(振幅在-2 ~ 2 之間)，並標記該圖形振幅在 1 ~ 2 之

間的圖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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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次作業(進度: 4-1 ~ 4-8) : 

請參考 4-7, 4-8 所提及互動指令 “interact_manual”，如下所

示: 

 

 

 

 

問題: 請設計一款互動式介面，可以調整正旋波的振幅與頻

率，圖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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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次作業(進度: 5-1 ~ 5-8) : 

問題: 請重做講義 5-7 的內容請參考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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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次作業(進度: 政大蔡教授講義 6-1 ~ 6-8) : 

問題: 請參考講義 6-5「用線性回歸作預測」，請將例題操作一

遍，其測試與線性回歸預測如下圖 

 

 

最後需將原來線性關係 y = 1.2*x + 0.8 加上，如下圖綠線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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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次作業(進度: 政大蔡教授講義 7-1 ~ 7-8) : 

參考講義 7-5 「做鳶尾花的分類」，訓練集 X2 擷取了資料集

X(鳶尾花的花萼、花瓣之長與寬)的第 2, 3 行的資料，即花瓣的

長與寬 

 

 
 

 

 

 

問題: 

花瓣之長與寬 

讀取鳶尾花資料集 

讀取鳶尾花資料之

分類，共計三類 

印出鳶尾

花資料集

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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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是讀取鳶尾花的花萼之長與寬，重複原程式的過程，請問該如

何修改。 

(2) 使用鳶尾花的花萼之長與寬，參考 Kmeans 自動分類方式( 講義

7-7 「Kmeans 自動分類」)，若分為 3 類，請比較 Kmeans 自動分

類與原來已分好類別的差異性。 

  



9 
 

2. 蔡炎龍教授－Python 實現人工智慧 

第 10 次作業: 

 
參考: 政大蔡教授「Python 實現人工智慧」講義 2-1 ~ 2-8 

 

問題: 該講義課程所提類神經網路，正確率僅有 20%，請問如何

改善它, 使正確率提升到 90% 以上。 

 

提示: 請修改以下之參數 

 
 

 
 

 

使用 google colab : 

 登入 google email 

 開啓 雲端硬碟 

 使用 左上角 “增加”，開啓 colab，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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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筆記本，選用 ”GPU” 增加執行運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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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次作業: 

參考政大蔡教授「成為 python 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門課」講義 7-5

「做鳶尾花的分類」，由資料庫 sklearn.datasets 讀入 鳶尾花 150 組

資料(含資料組集合 X，分類組集合 Y)，製作三層”類神經”網路

(參考本題下方)，然而它不是完整程序，完整程序應包括: 資料讀取

與準備、“類神經”網路設計製作、組合與測試。 

 資料讀取與準備:  

(1) 讀取鳶尾花 150 組資料，並將該資料隨機分為兩組，訓練

組(x_train, y_train)與測試組(x_test, y_test)，分別具有 120 與

30 組資料， 使用指令如 

train_test_split(X, Y, test_size= 0.2, random_state = 87) 

其中 資料組集合 X = x_train + x_test , 分類組集合 Y = 

y_train + y_test 

(2) y_train 與 y_test 需做 1-hot-encoding，使用指令如 

to_categorical(y_train, 3) , 因為 y_train 包含 3 類，所以設定 3 

在該指令中。 

 “類神經”網路設計製作、組合與測試，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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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請完善以上程序，使其能正常工作； 

(2)該程序僅能達成約 70%正確率，請問該如何修改，使其達成

90%的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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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次作業:  

 
參考: (1)政大蔡教授「Python 實現人工智慧」講義 3-1 ~ 3-11 
 

參考: (2)[資料分析&機器學習] 第 5.1 講: 卷積神經網絡介紹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

%99%E5%88%86%E6%9E%90-

%E6%A9%9F%E5%99%A8%E5%AD%B8%E7%BF%92-

%E7%AC%AC5-1%E8%AC%9B-

%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

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

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修改 政大蔡教授的講義例題 “02-1. 用 CNN 做圖形辨識.ipynb”，

該例題包括 3 次捲積 2D convolution，每次接 max-pooling (如下

圖)，若改為 1 次捲積 2D convolution 與 max-pooling， 

 
問題: 

(1) 請問該程式如何修改，並能完整執行； 

(2) 請問正確率為何。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E8%B3%87%E6%96%99%E5%88%86%E6%9E%90-%E6%A9%9F%E5%99%A8%E5%AD%B8%E7%BF%92-%E7%AC%AC5-1%E8%AC%9B-%E5%8D%B7%E7%A9%8D%E7%A5%9E%E7%B6%93%E7%B6%B2%E7%B5%A1%E4%BB%8B%E7%B4%B9-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4f8249d65d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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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用 CNN 做圖形辨識.ipynb 的類神經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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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次作業:  
 
參考: Classification Example with Keras CNN (Conv1D) model in 

Python， 

https://www.datatechnotes.com/2020/02/classification-example-
with-keras-cnn.html 
 
參考上述例題(1-D CNN 用於鳶尾花的檢測)，若修改以下程式 

 test_size = 0.3 

 
 Conv1D(32, 2,……) 

 
 

問題: 

(1) 請問修改程式後，正確率為何， 

(2) confusion_matrix 之輸出為何， 

(3) 除 test_size = 0.3 不能變動外，如何修改程式提高正確率，其

confusion_matrix 之輸出為何，例如取消 model.add(Flattern())

等，並說明原因為何如此修改。 

  

https://www.datatechnotes.com/2020/02/classification-example-with-keras-cnn.html
https://www.datatechnotes.com/2020/02/classification-example-with-keras-cn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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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次作業:  

 
參考政大蔡教授「Python 實現人工智慧」，請試用例題「04-1. 用

RNN 做情意分析」，其測試集正確率不高於 85%， 

 

問題: ， 

(1) 為何 LSTM 需要 128 個單元，不能少些嗎?若使用少些單元，如

127 等，會發生什麼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