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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供家⻑有辦法透過，協助評估孩⼦的早期發展潛⼒。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的動作⾏為，並運⽤資料分析技術識別影響其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們採⽤了
SRDA 幼兒發展資料庫建置計畫中的 33,474 份問卷數據，結合回歸分析與機器學習⽅法進⾏數據建模。研究結果顯⽰，幼兒動作表現與其年齡具有顯著相關性。
此外，我們提出了數個模型，能根據幼兒對不同動作的熟悉程度預測其年齡，並針對結果提供相關建議。

資料庫來源  : SRDA 幼兒發展資料庫建置計畫(家⻑⾯談問卷)

科學⽅法與⼯具使⽤
         在資料處理過程中，我們主要使⽤了 Python 數據分析⼯具，如 Pandas 和 NumPy，進⾏
資料前處理，包括資料篩選、分類與加總等操作，以確保資料品質並提升分析準確性。為了進
⾏機器學習模型訓練，我們將數據隨機抽樣並分割為 8:2 的⽐例，其中 80% 作為訓練集
（training set），⽤於模型的學習，剩餘 20% 作為測試集（testing set），⽤於模型評估與預測
性能的驗證。
         我們選取了家⻑問卷中的 44 項有關幼兒動作熟練度的問題作為分析對象，並應⽤多種機器
學習模型進⾏建模與⽐較，包括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n_estimators=100）、XGBoost
（n_estimators=300）、⽀持向量回歸（SVR）以及類神經網絡等。通過不同模型的⽐較與驗
證，旨在找出最具準確性與穩定性的預測模型。此外，我們利⽤ Matplotlib 將結果進⾏可視化
展⽰，⽣成直觀的圖表，清晰呈現數據趨勢與分析結果，為後續的討論與決策提供⽀持。

簡介

我們使⽤了3-24⽉齡的家⻑⾯談問卷題本，此
次的分析我們聚焦在⾝體動作發展問卷進⾏討
論與預測，圖⼀為關於此問卷中與⾝體動作相
關題⽬的型式。

成果展現
 關於⾝體動作發展問卷共有44題，圖⼆使⽤
pandas匯⼊我們要進⾏資料分析的表格。

圖⼀、題⽬型式
圖⼆、dataframe表格

圖三為各⽉齡層對於熟練度的平均值，⽅便我們
簡單看出兩者的關聯性。

圖三、⽉齡層與熟練度關聯

分類模型 迴歸模型

SVM 混淆矩陣

隨機森林混淆矩陣 五⼤重要指標

類神經網路混淆矩陣

圖四、三種模型混淆矩陣預測效果⽐較

畫分為3,6,12,18,24⽉齡組，共五種分類進⾏分析，
結果如圖四，每個⽉齡組，正負差不超過⼀⽉齡。

結論

         ⽬前，我們的模型主要基於台灣地區的數據，因此其應⽤範圍暫時限於台灣⼈群。然⽽，隨著未來能夠獲取更多來⾃不同地區和多元⼈群的資料，我們有
信⼼此模型將具備跨區域的適⽤性，從⽽服務於更廣泛的國際市場。
         此外，⽬前模型僅針對幼兒的⾝體動作進⾏分析。在未來，我們計畫擴展數據範疇，納⼊認知發展、語⾔能⼒等多維度的發展指標，以使預測結果更為全
⾯、多元。同時，這將顯著提升模型在不同發育階段與⽂化背景中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我們相信，隨著這些拓展，該模型將成為更強⼤、靈活的⼯具，為幼兒
發展的科學研究和實務應⽤提供更豐富的價值。

創新性與延展性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年齡與動作表現之間存在⾼度相關性。無論採⽤回歸分析或將問題轉化為分類模型，我們的模型均展現出卓越的效能。其中，SVM
模型的準確率⾼達 99.76%，顯⽰出極強的預測能⼒。因此，若以預測嬰兒年齡為主要⽬標，我們的模型無疑是⼗分成功的，可為家⻑提供量⾝訂製的兒童肢體
發展建議。
         然⽽，我們也觀察到，⽬前模型僅使⽤了⾝體動作相關的變數，這可能是模型達到⾼準確率的原因之⼀。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計畫引⼊更多多樣
化的變數，以提升模型的泛⽤性並拓展其應⽤範圍，並能知曉在各個領域下，孩⼦們的天賦所在。我們期待，隨著變數範疇的增加，模型依然能維持優異的準
確率，進⼀步證明其穩健性與實⽤價值。

圖五為在各模型中實際值與預測值的⽐較，若藍點
靠近紅⾊虛線表⽰此模型在預測上準確率較⾼。

圖五、四種迴歸模型的預測效果

圖六為各模型下的訓練準確率⽐較，我們發現在分
類問題上，每個模型皆達到超過九成的準確率。

隨機森林 SVM

神經網路 XGBoost

圖六、各模型準確率⽐較

分類與迴歸模型整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