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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專題研究及校外
競賽心得

壹、前言

海軍為一國際性軍種，艦艇除了是國家

領土疆域之延伸，更是高度現代化與科技

化之實際體現，其不僅可實施海上之各型

任務，並兼負與支援空中與陸上任務。隨

著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不僅改變我們

的生活型態，全球數位化、資訊化伴隨而

來的科技日益進步，促使各國不斷進行軍

事事務革新，也引領未來國防科技之變

化。海軍軍官學校 ( 以下簡稱本校 ) 之教

育以「培育第一等人才，建設第一等海軍」

為宗旨，是以本校電機工程學系之教育目

標在培養具備「海軍戰鬥系統」與「艦船

電機工程」基本理論與實務的海軍軍(士)

官，使其成為兼具軍事與科技素養、軍事

訓練與科技工程並重的海軍領導幹部，以

達成「一流海軍、科技至上」的目標。

然而，隨著近年來人工智慧的快速崛起，

除了影響日常生活型態與工作模式以外，

更將大幅度改變未來戰爭型態，因此，本

系鼓勵學生運用課餘時間參與專題研究

與校外相關競賽活動，以培養學生主動學

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的核心能力，期

能面對未來瞬息萬變的數位化戰場。專題

研究首先帶領學生經由觀察生活周遭所遇

到的問題開始尋找研究題目，以創意發想

尋求解決之道，輔以人工智慧之技術實

踐。最後由學生運用人工智慧、深度學習

與邊緣計算等技術，並結合多旋翼無人機

（Drone）與救生器具，開發出「自主式

海上救援裝置」，可全自動執行起飛、巡

邏、人員偵測與溺者識別，並在發現溺水

事件當下，主動執行救生器具投放與發送

出警報，提升海上人員作業與遊憩安全，

不僅獲得我國多項專利認可，也代表本校

參加國家海洋研究院舉辦之海洋黑客松比

賽榮獲全國第3名的殊榮。值得注意的是，

競賽團隊不乏國立知名大學組成的團隊以

外、成員甚至含括業界人士、國立知名大

學學生、或碩博士生，然而，在競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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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校學生充分發揮出海官人的韌性、

團隊精神與執行力，最後成功為自己與學

校爭取最高榮譽。

貳、學生心得分享

(一 )110 年班  黃俊豪

－ 109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工程

論文競賽榮獲電機組佳作

－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 2020 年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客松

（海客松）全國第三名

－ 109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中華民國 3項新型專利發明人

恭喜「海軍官校電機系 AI 專題の緣」榮

獲第三名！！在主持人宣布得獎時，我相

當激動，感謝團隊所有人的努力，更感謝

當時教官同意我加入這個團隊中 ......

海軍是個強調團隊精神而非英雄主義的

軍種，加入專題研究團隊不同於傳統的學

習方式，團隊中有人會去衡量硬體的限

制、思考軟體的流暢、掌握預算的花費、

安排比賽的期程，團隊中各自有負責的領

域，每個人在團隊中可以就自己擅長的領

域去研究與付出，並且也避免一心二用導

致蠟燭兩頭燒，此外專精於一個領域的研

究也使得團隊的成果能夠遠超預期，也因

此在專題研究團隊的過程中，所有得到的

殊榮中，我感到最光榮的便是我們團隊在

2020 年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客松（海客

松）的比賽中獲得全國第三名的佳績。

我是在三年級的時侯加入了電機系專題

研究的團隊裡，相較於團隊內的其他戰友，

加入的時間相對較晚，也正是這個原因，

當被推薦給教官加入團隊時，我相當的徬

徨，不確定是否能對團隊能有所貢獻。因

為比團隊其他人都還要晚加入的關係，對

於當時研究的所經歷的過程、關鍵技術以

及未來發展方向完全不了解，因此我更加

積極努力的去學習，查看先前的研究資料

與成果，參與到每一次的會議研討，每次

的實驗都陪伴到最後，深怕跟不上團隊的

腳步，成為團隊累贅。在經歷不計其數的

實驗失敗輪迴以後，我們的團隊終於在成

果發表前突破了重重困難，完成了我們的

最終實驗，也很榮幸在詹益東教官的指導

下，擔任了我們實驗成果發表的報告人，

最終在兩百餘隊中脫穎而出得到了第三名

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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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10 年班  陳俊瀚

－ 109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工程

論文競賽榮獲電機組佳作

－ 2020 年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客松

（海客松）全國第三名

－中華民國 3項新型專利發明人

進入官校後我對自己的目標很簡單，就

是順利畢業就好，對於其他選修課程我都

沒什麼太大的興趣，直到我二年級下學期

時，我看著好友育賢在忙專題研究的資

料，我就好奇的過去看了一下跟順便幫他

做一些簡單的事情，之後他就邀請我進入

專題研究，而一開始我只是抱持著試一試

的態度進去，而一開始我什麼都不會只能

做一些簡單的打雜工作，在教官跟同學的

教導下慢慢的我可以獨自完成一些事情甚

至教導之後的學弟妹，而在這段期間我們

經歷過很多事情，像是我們專題有受邀到

日本的國際應用工程研討會、海客松競賽

第三名、工程師論文競賽佳作等等的成

績，而專利就有五項之多，連我自己到現

在無法想像原來自己可以做到這麼多事，

這一些經歷都是在我官校的教育裡面經歷

不到的 ，而也讓我官校生活更多彩多姿，

雖然過程中很辛苦，常常用到假日跟熬夜

趕資料，但是跟著大家一起努力的感覺，

讓這些辛苦變的有意義，我想我們專題

研究團隊的工作氛圍，是我們可以讓專題

獲得這麼多優秀的獎項跟專利不可獲缺的

一項要素，雖然現在到了部隊服務，但是

還是非常懷念大家當初一起討論、一起研

究、一起辛苦、一起得獎的那種感覺，而

這一些經驗跟那些獎狀還有陪我一起努力

的教官、同學、學弟妹，都是在我官校 4

年中美好的回憶之一。

( 三 )111 年班  侯太暐

－ 109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工程

論文競賽榮獲電機組佳作

－ 109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 2020 年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客松

（海客松）全國第三名

－ 110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 110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中華民國 4項新型專利發明人

在二年級時因緣際會透過甄選加入了本

系的專題研究團隊，在詹益東教官的指導

下，我主要學習並負責程式編寫、影像處

理的工作。我還記得剛進入團隊的我什麼

都不懂，教官在簡單地上完了幾堂影像處

理、深度學習技術、物件偵測的課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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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請我們回去思考這類型的技術能應用於

生活中的哪些層面，身為海軍的我想到也

許此技術能應用於溺水救援上，沒想到這

就成了我們這屆專題的第一個主題。

研究過程中我們仍要兼顧課業與日常訓

練，時常要花費自己的休息時間投入專題

研究，但我們仍樂此不疲。過程中遇到許

多挫折與挑戰，諸如程式碼無預警報錯、

軟硬體無法兼容等狀況是家常便飯，而教

官總會希望我們先從網路或書籍去尋找答

案，若真的不行才會給予提示或指導，我

想我們所培養的這種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

的能力，也是我們軍官所必須具備的能

力。

在教官的帶領下，我們的研究也終於有

了成果。我們參加了許多校外的研討會與

競賽並榮獲許多獎項，其中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 2020 國家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客

松」競賽，為了這個比賽我們團隊的每個

人各司其職、熬夜趕工，並在最後榮獲第

三名的佳績。我也在教官的指導下投稿了

109 年與 110 年的大專生研究計畫，主題

分別為「防止溺水無人機救援裝置」與「基

於深度學習於微型無人船視覺輔助航行之

研究」，並有幸獲得補助完成研究。我在

專題研究的過程中學到了許多能力與知

識，而這些知識不只在學術研究裡受用，

在生活亦或未來軍旅生涯中也相當受用。

( 四 )111 年班  藍文心

－ 2020 年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客松

（海客松）全國第三名

－ 110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第18屆國際崇她社高雄社科學類獎學金

－中華民國 3項新型專利發明人

一年級下學期的某一堂導生活動，詹益

東教官帶著幾位學長來到教室和當時還是

懵懂無知身為一年級的我們分享什麼是專

題研究，那時是我第一次聽到「專題研究」

這個名詞，也了解原來系上有這樣一群優

秀的學長們和教官在一起做有趣的科學研

究，聽完介紹後，就下定決心想要加入教

官的研究團隊，很幸運的，我獲選了。

從二年級上學期開始加入系上的專題研

究，一開始先幫忙進行影像的分類整理與

標記，到後來，和同學們開始思考我們想

要進行研究的主題與內容，最後我們決定

以人工智慧與邊緣運算的概念結合無人

機，研發一款自主式海上救援裝置，從主

題的發想到完成研究，前後花費一年多的

時間，我們利用課餘時間、自習課、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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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日到許多地方去學習，雖然過程中很

辛苦，但學習到許多課堂外的知識與經

驗，很開心經過一年多的努力，在我們三

年級時參加國家海洋研究院「智慧海洋黑

客松」比賽，榮獲全國第三名的佳績。

三年級下學期時，教官詢問我要不要投

稿 111 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當時我很懷

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力可以完成，感覺都

是要成績相當優異的學生才能申請，是教

官鼓勵我去投稿，也感謝教官根據我的興

趣與學習經歷，給出最好的建議，讓我可

以找出適合自己的研究主題，最後，我很

開心我獲得了這個研究計畫，接下來，就

進入為期八個月的研究生活，這些日子過

得相當充實，因為四年級是官校生活中最

忙碌的一年，除了要擔任學習輔導長的職

務，同時要練習鼓號樂隊，我接任 9、10

月的伙食委員，在官校生活之餘要利用空

閒時間進行研究，也很感謝這些日子配合

我進行研究的同學及學弟妹，當前期收集

完研究數據後，剩下就是一個人的工作，

開始將這些研究數據利用統計學進行分

析，研究的後期就是每天與電腦和統計學

為友，將這些數據分析再分析，而我能完

成這個大專生計畫，首要感謝的就是我的

指導教授詹益東教官，再者想感謝的就是

指導我分析數據的鍾成鴻老師，謝謝兩位

老師的教導，我得以順利完成這個研究，

並且獲益匪淺。

參、結語

專題研究之目的在期許學生於動手實務

的過程中，能夠深入體會與應用人工智慧

於生活上與工作上，增進學生之學習動機

與效能，最終達到培養學生擁有現代化的

科技理論、創意思考、人工智慧、計算思

維 (Computer Thinking) 以及解決問題等

知識能力，以面對未來戰爭型態快速轉變

的挑戰。

「教官，我沒有相關基礎與背景可以加

入專題嗎?」是學生最常問的問題，其實，

「做中學 (learning-by-doing) 」正是專

題研究的核心精神，每一位專題學生幾乎

都是從沒有基礎開始的，在學生本次全國

競賽中獲獎的背後，歷經無數次的嘗試與

失敗，「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

香」正是本次獲獎的最佳寫照。正所謂「時

間在哪裡，成就就在哪裡。」，期勉未

來更多學弟妹們投入自己的專題研究與製

作，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精彩官校生活。



059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4
Vol.41

電機工程學系專題研究及校外競賽心得

相 關 活 動 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