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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研究目的



Why

Who

What

Where

When

How

為了瞭解深度學習運用於影像辨識之原

理並理解如何運用於手語字母辨識領域

對於需要使用手語表達與溝通的族群

實作一個手語字母辨識模型

住院病患以字母作為需求選擇，使機

器能夠以字母判別病患想要什麼

可以運用於口語表達障礙需要以字母

作為回答之情境

運用 Python 與CNN 框架實

作辨識模型



02
資料介紹



MNIST 公開資料集

• 以 0~24 代表英文字母 A~Y

• 以 784 (28x28)像素值呈現

• 訓練資料共 27,455 筆、測試資料共 7172筆



03
研究流程
與結果



研究架構



資料前處理－資料視覺化

• 將原始資料合併

• 以 seaborn 套件呈現

• 資料沒有不平衡問題



資料前處理－資料分割

訓練資料集：24239筆

驗證資料集：6925筆

測試資料集：3463筆

70 %10 %

20 %



資料前處理－One-hot Encoding

運用 One-hot Encoding 方式將目標值轉換為二維的形式，

以利電腦處理作業的效率



資料前處理－資料標準化

由於色碼各個像素值範圍介於

0~255，因此將所有特徵值除上

255，標準化以縮減數據間的跨度



資料前處理－資料增強

• 為了避免模型過擬合

• 隨意調整角度、壓縮圖片



模型建立－CNN 架構建立
• 一層卷積層，神經元數為 25

• 一層池化層

• 一層卷積層神經元數為 75

• 一層 Dropout 層，比率為 0.5

• 一層池化層

• 一層卷積層神經元數為 100

• 一層 Dropout 層，比率為 0.5

• 一層扁平層

• 一層全連接層，神經元數為 128

• 一層 Dropout 層，比率為 0.5

• 一層輸出層，神經元數為 24

• 激活函數為 ReLU

• 損失函數為 Categorical

• 學習率為 0.01



模型建立－超參數調整

Training Set Validation Set Testing Set

softmax 58.99% 78.12% 74.62%

ReLU 90.89% 96.82% 96.15%

Sigmoid 86.54% 67.15% 67.13%

• 調整 Activation Function



模型建立－超參數調整

Training Set Validation Set Testing Set

10 90.89% 96.82% 96.15%

50 96.52% 98.71% 98.46%

100 97.53% 98.17% 97.31%

• 調整 Batch Size



模型建立－超參數調整

Training Set Validation Set Testing Set

0.01 96.52% 98.71% 98.46%

0.001 93.59% 97.39% 96.62%

0.0001 94.74% 99.49% 99.24%

• 調整 Learning Rate



模型建立－超參數調整

Training Set Validation Set Testing Set

categorical 94.74% 99.49% 99.24%

binary 99.49% 99.98% 99.98%

• 調整 Loss Function



模型建立－模型評估



04
結論



研究結果

公開資料準確度高 外來照片準確度問題

運用 CNN 方式建立MNIST

手語字母辨識模型可以獲得

高達 99.98% 之準確度

由於本實驗僅根據公開資料進行訓

練與評估模型，如果以外來照片進

行測試會產生預測不準的問題



未來展望

蒐集不同資料集 結合手掌捕捉技術

蒐集來自不同來源的手語靜

態圖建立模型，以避免環境

過於單純而產生模型過擬合

的問題

結合手掌動態捕捉的技術，以

3D 抓取手部關鍵點之方式建

立手語辨識預測模型



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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