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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學生專題製作與論文競賽補助 成果報告 

一、 申請補助計畫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林俊男 核定經費  

單位系所 資訊管理學系 經費執行情況 

■已請購核銷完畢 

□尚未請購核銷 

□經費餘款            

計畫執行 

年度/學期 
112 年度 第 1 學期 參賽期程 

112 年 5 月 1 日~ 112 年 11 月 

30 日 

參加競賽/學

術活動名稱 

（一） 2023 資訊管理

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

研討會 

（二） 2023 國立臺東

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作品名稱 

（一） 實踐 USR 精神─基於低成本物

聯網感測元件建置智慧型農業系統 

（二） 共享經濟的實踐：校園愛心傘管

理系統 

指導參賽學生

姓名 

黎桐鳴、林佩妤、張

伊辰、王旻漩、李念

臻、黃舒郁、劉昱均 

班級 資管四 

競賽性質 

□國際性 

■校際  

□校內(院級以上) 

參賽地點 線上 

系所主管 

簽章 
 日期  

學院院長 

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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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賽作品：(論文摘要或作品說明) 

(一) 2023 資訊管理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研討會 

1. 共享經濟的實踐：校園愛心傘管理系統 

摘要：共享經濟的崛起，改變了社會的經濟模式。近年國立臺東大學以共享經濟的

概念在校園內九個區域設立愛心傘，給予學生在校園的方便性，但也延伸出部分使

用者將愛心傘隨處丟棄並未確實歸位造成管理不便等問題，也導致校方需要增派專

門人員負責收集、維修和管理這些愛心傘。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結合物聯網感

測技術並建立一個愛心傘管理系統，期望降低愛心傘之歸還亂象等現況，減少愛心

傘因未正確歸位而導致管理上的困難，降低損壞無法維修以致資源浪費、變成廢棄

物之情形，使共有財的資源利用能夠最大化，同時減少管理人員的負擔。 

2. 實踐 USR 精神─基於低成本物聯網感測元件建置智慧型農業系統 

摘要：近年來，臺灣各大專校院積極執行大學實踐社會責任計畫，期望藉由高教

資源挹注至社會，以協助地方發展，解決區域痛點。國立臺東大學在此浪潮下，

與臺東都蘭部落合作，透過課程的翻轉設計，由教師帶領學生深入部落，除全面

盤點部落問題外，並藉系所專業協助部落解決當前困境，同時亦強化學生實務體

驗，創造雙贏局面。本研究基於此背景下孕育而生，透過資訊科技的整合與導

入，協助都蘭部落民眾復育原住民族的原生植物，期望藉此降低人力勞動程度，

並透過科學化方式記錄相關環境數據，以提升復育成功率。 

(二) 2023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1. 為雨愁謀－共享經濟的實踐：校園愛心傘管理系統 

創意產生的緣由與過程 

(1) 觀察問題 愛心傘被四處亂丟，未確實歸位導致管理不便，其他學生也因

雨傘減少導致無傘可用，常常 走到傘架時才發現傘架已經空了或傘架已

經滿了出來。 

(2) 使用者需求 能使學生盡量自動自發歸還雨傘，減輕管理上的困擾。並讓

學生能得知各站點雨傘及空位數 量，提升借還傘的方便性。  

(3) 解決方案 建置傘架裝置及愛心傘管理系統網站，使能夠控管傘的借還，

並方便使用者及管理者以不同 裝置登入操作，以及讓使用者能在系統上

即時查詢各地愛心傘及位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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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加之競賽活動：(請依據參加活動次數，依序附上相關活動簡章或海報、議程與參

加證明等佐證資料) 

(一) 2023 資訊管理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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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創競賽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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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賽準備與活動記錄 

(一) 實踐 USR 精神─基於低成本物聯網感測元件建置智慧型農業系統 

作為臺東地區唯一的國立大學，國立臺東大學除了承擔大學教育的使命，還積極

帶動當地的發展，維護地方特色，參與社會服務，以及關懷在地弱勢，將大學的資源

惠及當地，並盡力履行社會責任，深深扎根於臺東。儘管臺東地區位於偏遠地區，但

其擁有多元的族群和豐富的文化，尤其是多個原住民族的文化棲息，讓臺東變得格外

珍貴。然而，由於原住民部落受限於區域發展，長期以來一直處於經濟發展低迷的困

境中，部落青壯年人被迫離開原鄉前往城市地區尋求工作機會，導致部落人口結構呈

現兩極化現象，年長者和年幼者留在部落，部落發展呈現停滯狀態。因此，如何發展

部落產業經濟，並進一步完善部落治理，以使部落脫離貧困，是重要的在地創生議題，

也是本校今年度 USR 計畫的一大主軸。 

本研究實踐 USR 精神，以低成本物聯網感測元件為基礎建置智慧型農業系統，

並架設於臺東都蘭部落中，本系統除了可監測環境變數數據外，亦可透過系統介面遠

端遙控灑水作業。此外，透過系統化方式記錄相關環境因子後，將可透過大數據相關

分析找出最適的作物環境參數，以提升原生植物的復育成功率。 

 

※請附文字說明與 4-6 張活動照片（無照片則免附） 

 
圖說明：系統架構圖 

 
圖說明：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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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3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1. 為雨愁謀-商業模式九宮格分析 

 

2. 創意實現的具體規劃 

 

(1) 短期: 本團隊已經著手進行實體傘架裝置及系統之開發，在這期間同時與

臺東大學校方進行接洽，逐步完成教職員人臉辨識資料庫建置，並不斷實

作 Plan(計畫)－Do(執行)－Check(查核)－Act(行動)循環以優化設備及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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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期: 使用 API 將校園愛心傘管理系統串接臺東大學 SSO 單一登入系統

與人臉辨識資料庫，此階段將在校園內陸續安裝傘架實體裝置，蒐集校內

愛心傘使用相關數據，進行數據分析，例如人流路線分析(如圖 8）。系統

方面導入中央氣象局定量降水預報(如圖 9），結合人流預測，以調整各站

點之雨傘及空傘架數量規劃。校園愛心傘管理系統於臺東大學校園內正式

上線一個月後，分別針對全校使用者與管理者進行問卷調查，包括滿意

度、方便性、易用性等方面，根據問卷回饋結果進行調整與修改。 

(3) 長期: 初步目標先將此愛心傘管理系統推廣至臺東其餘國中小、高中校

園，再推廣至全國各大專院校等(如圖 10)，輔導各校管理者學習系統操

作。此階段將根據雨傘、傘架裝置的汰換率進行數據分析，同時考量到各

地區的差異，例如：下雨天數、降雨量、學生人數、年齡層等。期望未來

能與臺灣本土雨傘產業合作，以量制價，使弱勢偏鄉學校也能負擔。 

 

五、 參加競賽成果 (參賽證明、得獎證明或學生心得) 

(一) 2023 資訊管理暨電子商務經營管理研討會 

1. 李念臻、黃舒郁、劉昱均:第一次參與研討會，不論是撰寫論文抑或是報告當

天，整個過程中學習到許多觀念與細節。起初，撰寫文本的過程中，儘管參考

許多文獻及學長姊的資料，仍然十分迷惘，感謝教授的指導與隊友們的合作，

最終能夠在研討會前完成文本，雖然有很多不完美、待改進之處。研討會報告

前幾天緊張焦慮不安，一次次反覆修改與練習「報告」，就是為了避免正式報

告時因為緊張導致腦袋一片空白，什麼都說不出口的情況發生，還好研討會當

天除了語速因緊張而略快以及聲音發抖外，並無其他大問題，時間的掌控也如

預期。報告以外的時間，我們聆聽了其他組別的報告，涵蓋不同領域，從中瞭

解一些過去不曾涉略的內容，從交流提問的過程中反思自己的不足。參與本次

研討會，使我增廣見聞、獲益良多。 

2. 黎桐鳴、林佩妤、張伊辰、王旻漩:有幸參加了一場資訊應用的研討會，讓我們

專題小組收穫豐富。這場研討會針對的是資訊管理暨智慧應用的發展，我們這

組以基於低成本物聯網感測元件建置智慧型農業系統等議題參與探討。為這場

研討會做準備，我們重新檢視專題，從不同角度思考，做好每個細節的確認，

以確保專題的內容和呈現方式都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影響力。相信透過我們的努

力準備，能夠讓這個議題為觀眾帶來啟發和幫助。在此次研討會中，評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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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者提供了一些建議，讓我們得知到，針對本系統，我們還可以考慮採用

的語音以及情緒辨識模型。這場研討會也讓我更深入了解資訊智慧在各行各業

中的應用，對我來們說是非常有收穫的一次活動。 

(二) 2023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三創競賽 

1. 劉昱均：參與三創競賽的過程是一段充滿挑戰與學習的旅程。一開始，我對這

場競賽充滿期待，希望能透過自己的創意和努力在眾多優秀的參賽者中脫穎而

出。我和我的團隊投入大量時間和心力，思考並設計我們認為最具創新性的專

案。在競賽過程中，我們不斷地挑戰自己的極限，嘗試突破以往的思維框架。

與此同時，我們也深入研究市場趨勢和相關產業，以確保我們的專案具有可行

性和市場競爭力。這段時間裡，我們學到了很多新知識，也培養了團隊協作和

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最終結果卻是沒有入圍。雖然有些失落，但這次經歷

讓我明白參與競賽的價值並不僅在於結果，更在於過程中所學到的東西。我們

經歷了失敗，但也獲得了成長。這次挑戰讓我更加堅定追求創新的信念，並教

會我如何更好地應對失敗，將其轉化為學習的機會。儘管沒有入圍，我深信這

次經歷將成為我未來探索創新領域的寶貴資產。這次三創競賽不僅是一個挑

戰，更是一次珍貴的學習機會，讓我更加堅定追求夢想的決心。 

2. 李念臻：對於我而言，參加三創競賽是一次極具挑戰性和豐富經驗的競賽。這

段時間讓我深刻體會到，創意無疑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引擎，而競賽則是一個彰

顯個人能力的絕佳平台。這次競賽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團隊協作的重要性。在

這個充滿競爭壓力的環境中，與夥伴們共同攜手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是實

現創意構想的關鍵。團隊協作精神無疑是未來職場所必備的技能之一。雖然最

後作品沒能入圍，但我深刻體會到挑戰與失敗所帶來的成長。每一次的失敗都

是通往成功的一步，而挑戰則是激發創意的源泉。這讓我更加堅信，成功並非

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持續的努力、反思和調整。這樣的心態不僅在競賽中發揮

作用，在日後的生活與工作中也將成為我前進的動力。總體而言，參加三創競

賽是一段充實而有意義的經歷。透過與同學的合作，不僅讓我充實自身，也掌

握了撰寫計畫書的相關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