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隊以「即��寫��」�� 2017 年「��大專�院軟��作競�」�二名的�君偉�師，

偕同��隊�中的一���陳平揚，���陽��通大�接���的�訪。在��濃濃咖�香的會議�

�，他��笑風�地為������製作�作品的點點滴滴。 

有�的是，在言�間便��身感���君偉�師�散發的�情與�力，��

感覺��師�有無窮的點子��意�發想作品。也因此，他積極鼓勵��做�己

有興�的�情與�究，�有���情與興�，作品才會

做得深、做得好，���這�項優點的作品就容�被業

�發掘，�往未�發展。不同�許多�師提�要在構�

作品中�入市��求的�量，�君偉�師��信「優秀

的作品就會被��」的信�。陳平揚在經過��師多年的���，即將��士

班畢業，���了一���不�的工作。 

■ ⼆⼗年前的觸發：創造⽤⼿勢來遙控電器的將來  

  會做「�寫��」的�衷，��是因為��師想要做一�去除物理觸碰的�控面板。在 2017 年�

�，觸碰��� VR 都�盛�，�是有一��題：��的�入都���、也不�帶�走；此�，�好�

庚�院想���師合作開發一套��只��寫就��入�劑��進電腦的系�，再加上��師想�一�

�題：是否有可�����在不碰觸遙控器��鈕的情況下，�控電�與電�呢？這便成為�師�究讀

�「��」�控面板的發�。 



 
  然�，��師認為「即��寫��」的源起應可追溯��早。20 年前，�師便做了一�影像處理的

App，��������可以直接在����上�控�妝；在 15年前，�����物盛�，�師便想是

否可以�發出一套系�，�觀影�直接���向��上的物品，��感應��就直接�出有�這物品的

�買�訊�可以下�。因�， 20年前的作品是有�影像處理的部�，� 15 年前的作品則是透過��的

人�互�。�合��，直� 2017便��了「�寫��」這�題�的發想。 

 

  在開發過程中，�隊確�也遇�了許多�題。�中，�容�遇�的�是�術�知�上的困�，�陳

平揚認為，�師都�適�地提��助，�非主要的�題；��是將�術�知�落��平台上�，會有許

多在��階段想不�、非預�姓的�誤，好�：�線、��、�音等��因�，會干擾電腦��，�致

系�無法�確�讀。��師認為�決�法在��電腦追���作的�法即可：「因為若以���法��

決，則非常��間，�要運�許多�巧�縮短電腦處理的程�；因�，���� AI �幫助電腦捕捉人

的�部�作。」再�，�隊�遇�幾�狀況：不清楚�中�寫起筆、斷筆�置，以���字(�如：英

�字�的 a、c、u)要��判別，��要���電腦知道寫了幾�字、斷句等，都是��君偉�師�陳平

揚等���覺得����的�題，因為從未有人提��法，只��己去摸�、�誤。 

 



    在付出了一年的努力�得�的成果��：在�術�面，

��處理斷字、��字與斷句的�題從未有人做過，因�

�隊必須開發出新的�術�系���決。�以，��師�

��這�成果�有信�，�稿��刊果不�然�得刊登。

在業��面，這�作品有許多不同�向的��延�：有�

廠���合作開發追�眼球�向��寫�字的�別系�，

此系�將有�會是�物人與���的�音；再�是「簽名��」，�����在�中�寫簽名，�讀�

�電腦上。另外，���「���魚�頭」��巡署的合作，這�作品�延��「魚���」�「漁�

��」，將「�寫��」在產業�面的發展�向了另一�高�。 

 

■ 

  有�的是，縱�作品��延�出�多��，���師卻說，��在做�發系���未規劃��的發

展，這�合作都是在得����出現的。且這不是偶然，�是�師��的一��則�致：「�做計劃�

作品的出發點都�同，就是：For Fun，為了好玩。為什�這��重要？因為有興�才�做得�深入，

做�深入才有可�做�好。只有好的作品�東�才會被廠���，�有進一步發展的可�。」因此，�

�師認為有�作品�得�，便是因為�究�帶�好玩的�態去做這�作品。若帶�好玩的�態，則在過

程中面����，便不�會卻步，���有�力去面�、克服。�作品�過這�困�完成�，便有了�

己的��：「廠�之�以會���的�究成果有興�，是因為��是以�新的概�在�發作品，換言之

就是獨家。廠���新的產品，便�預�未�的發展前景，�然會����合作。」��師的�則，以

「魚���」為�，起�是��想做家�����魚��的�計，沒想���有�������合作；

那再之�，因�將計畫延��與魚���的漁�，沒想��巡署也����合作，便成為了「漁���」。 

總結�說，一�作品要��術�移��品�，�究�要懷有�題�的�究��與興�，如此就會�

題��究的�深�，�然成果就會好，廠�也會���吸���。「不是因為�信做得�才去做，�是

�有��才會��作品的未�」，��師下了如此總結。 



■ 訓練學⽣對困難的忍受度：謝君偉⽼師談參賽的意義 

有����的收穫，陳平揚�得十�清楚：「一�，��會驅���理�

�知���成��的作品；二�，在���下，會遇��審、許多��、業�

的��人士，他�都會提�寶貴的�議，���清�己的盲點，因�可以�善

�有的作品；此外，��接觸�不同��、不同���式的�激。」����

的優�，則是�現在履��求職上，這���的得名�陳平揚的履��為亮眼，

�在��過程中認�的廠��業�人士，則�寬了他的人�與眼�，�求職�

可以得��多的�會。 

 

��師則有不同的�法。�師�強�������得�的「成就感」，將�����挑���的�

究題�；�在�究、開發過程中逐步克服小困��積�成的大成功，將可���意��「一步一腳印」

的道理：「��會意��，要完成一�大��要不斷克服小小的��，�逐漸�積這一小點成功，��

就會�積成大成功。」因�，����的�大意義，也是�他��重要的影響，便是「�信�的��」。 

 
�然，�師也同意�����的���力、專業知�的進步，若再加上��的經�，�業便�知道

���不只會讀�，�有�作的專�，進入面�的�會�大幅提�。若再加上�信�的��，��就�

�得�好的工作�會。��師��過去畢業的��就職起薪都�萬起�，�多�職�台積電、聯發�、

聯�、群聯等��大廠。 

 

 

 

 

 

 

 

��師與陳平揚以他�的努力�信�，向����了題�不�大小，只要��、��、有��地去

做，�定都�開闢�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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