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時間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AI數據科學基礎 

英文名稱 Fundamentals of AI Data Science 

課程類別 ◼基礎 •☐進階☐ •實務 必/選修 基礎核心(必修) 

學分數 3 每週授課時數 3 

開課系級 
 

先修課程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引導初次選修的學生應具備的人工智慧（AI）與數據科學的

基礎知識與初步技能。課程包含AI在數據科學、教育領域中的基本概念和應

用，讓學生瞭解AI技術如何在數據分析、模式識別以及預測等方面發揮關鍵

作用。課程著重基礎概念的建立，並以實際的應用與案例分析，讓學生將理

論知識轉化為解決真實問題的能力。最後引導學生思考AI在倫理、教育與社

會議題方面上的影響。 

本課程探究數據科學中的基本運作原理，學習蒐集、整理、分析數據的

方法，並運用AI進行準確的預測與模式識別，培養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理

解AI對各個行業和領域的影響。課程內容涵蓋AI的基本概念，如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等入門知識，數據處理方法、特徵選擇以及模型評估等基本技術，

使用coding工具（如Python）進行數據處理，認識基本的AI模型開發方式。 

課程方式包含線上講解影片、練習題目、案例分析、線上討論區等，鼓

勵同學間合作學習，共同完成學期報告-微型專題，運用課程所學完成一份有

關教育議題的AI數據科學報告，讓學生能在AI和數據科學領域建立穩固的基

礎，並促進其批判性思考和實踐應用的綜合能力。 

本課堂作業要求：(2)有條件開放，請註明如何使用生成式AI於課程產

出。 

課程目標 對應ＡＩ數據教育的核心能力 

1 
認識AI數據分析概念與應用等相

關知識，具備AI知識與數據分析

基礎知識。 

能覺察教育/學習發展現況，強化現象問題

的可視性，掌握所衍生大數據的型態與內

容之基礎知識。 

2 
認識AI數據導入產業的方式，了

解資料蒐集與分析、探勘方法，

並強化對數據分析和決策模型的

認識。 

能連結教育/學習問題與大數據內容之間的

關聯，具備軟體演練或撰寫程式語言等軟

技能。 

3 
認識AI的內涵與應用，培養未來

學習或應用人工智慧相關課程所
能充分展現個人學習成果，具備產業實務

的跨領域合作態度。 



需的基礎。 

4 掌握AI的未來發展趨勢，能將人

工智慧相關技術與概念應用到教育

問題的解決上。 

能針對真實的教育場域問題，強化永續價

值發展的易讀性，並具備提出問題解決因

應策略的素養知能。 

(二) 課程進度表 

⚫  

授課教師 
廖冠智、劉奕帆 

共授專家 
本校教育學院、工研院、國教院的研究專家 

教學進度與主題 日期 備註 

第 1 週 
課程介紹、人工智慧概論   認識什麼是人工智慧，歷史發展

和未來展望 

第 2 週 
數據科學概論  瞭解什麼是數據科學，商業和教育

上的應用 

第 3 週 
認識AI數據科學的coding

工具/軟體（講解含實

作） 

 認識Python基本語法，如變數、函

式、迴圈等 

第 4 週 
數據的蒐集與整理   認識從不同資料庫來源獲取數

據，並將其整理成表格 

第 5 週 
資料預處理技巧 （講解

與討論） 

 認識如何處理數據中的缺失值、

異常值等問題（orange, tableau） 

第 6 週 
資料視覺化方法（講解含

實作） 

 認識使用程式套件繪製數據視覺

化圖表之概念（orange, tableau） 

第 7 週 
機器學習基礎概論   認識機器學習的不同類型，如分

類、聚類等 

第 8 週 
開始準備學期末微型專題

主題內容 

 構思有關教育議題的AI數據科學

報告方向 

第 9 週 
教育數據分析簡介、迴歸

分析、分類方法  

 認識教育數據的特點，基本教育

數據分析方法，使用迴歸分析和

分類算法分析數據 

第 10 週 
教育數據個案分析（講解

含實作） 

 動手分析教育數據案例，案例討

論、實作與解決 

第 11 週 
分群/聚類分析方法   認識使用分群算法將數據分成不

同群組 

第 12 週 
文本探勘技術（講解含實

作） 

 認識從文本中提取關鍵詞彙、了

解正負面情緒 

第 13 週 
網絡分析方法  認識分析社群網絡資料分析方法，

如PageRank等 



第 14 週 
教育資料挖掘實作（講解

含實作） 

 整合所學完成教育數據挖掘專題 

第 15 週 
人工智慧的倫理議題討論  討論人工智慧發展所面臨的倫理

問題 

第 16 週 
 

學期成果：微型專題報告 

 完成微型專題為目標，運用課程

所學完成有關教育議題的AI數據

科學報告 

教學方法 

方式 說明 

◼ 講述法 課堂講述、學習單(或隨堂測驗)與課後作業等。 

◼ 討論法 課堂師生討論，意見交流。 

□ 問題解決教學  

◼ 合作學習 分組作業，同儕合作學習。 

◼ 實驗/實作 分組實作發表成果。 

□ 實地考察、參訪  

◼ 媒體融入教學 結合數位學習平臺教學影片。 

◼ 專題研究 學期有關教育議題的AI數據科學報告 

□ 其他  

評量方法 

方式 百分比 說明 

□  作業   

□ 期中考   

□ 期末考   

◼ 課堂討論參與 30% 五次講解與實作。 

◼ 出席 10%  



◼ 報告 60% 期中報告(30%)、期末報告(30%)。 

□ 成果展覽   

□ 專題   

□ 其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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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黃柏崴、李童宇(2019)。不懂程式也能學會的大數據分析術

—使用RapidMiner。臺北市：旗標。 

9. 簡禎富、許嘉裕(2019)。大數據分析與資料挖礦。新北市：

前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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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種演算法+7種資料結構, 人工智慧、數據分析、邏輯思考

的原理和應用全圖解，臉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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