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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許多原有的生活、工作與學習型態都受到了影響。

為了控制疫情，減少面對面接觸是其中一種方法，學習模式亦從實體轉變成線上。因學習都

是面對鏡頭進行，老師很難掌握學生實際的學習狀況，也不易確認學習的品質。 

沒有專注就沒有辨識、學習記憶。鄭朝明（2006）提到專注力與學習有密切關係，線上

學習容易受到許多外在環境的誘惑導致專注力下降。本作品提出利用人工智慧中的深度學習，

透過學生學習時的鏡頭畫面進行臉部特徵擷取，作為深度學習之分類器的輸入進行辨識，並

將辨識出的狀態分析後得到結果。教師可利用分析出的結果進行教學模式的調整，以提升學

生學習的狀態與品質。 

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自 2020年開始，隨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各地持續延燒，全球已超

過 15億學生因疫情關係被隔離於家中，無法到校學習。為此，各國政府紛紛採取線上

教學上課方式，讓學生學習不因疫情中斷。我們雖未遇到全學期停課的狀況，但也因疫

情嚴重，上了一個半月的線上教學經驗，以確保學習的持續性。 

對目前就學學生來說，他們在生活上的各個面向早已脫離不了網路。透過線上學

習獲取新知、從交友軟體認識對象等，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他們每天接收的資訊量

之大、變化之快，更導致選擇障礙（Option Paralysis）和專注力下降（Lack of 

Concentration）的狀況日漸普及（Dyann，2021）。學生在家上課因環境熟悉，身邊 3C

產品較多，容易受到影響而無法專注於線上學習，導致學習的效率與品質降低，長期下

來易造成學習成效落後。老師因使用資訊設備上課，上課過程會專注於課程進行，無法

同時觀察所有學生上課的情形，根據遠距學習調查指出（謝佳華，2022），學生對於線

上學習成效的問卷回應，有高達 7 至 8 成的學生表明在居家學習的環境中，讀書與休

息空間沒有明顯區隔，容易造成拖延、怠惰、分心且易感到疲倦。當學生在家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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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於自制能力不足，很容易受到其他外物的影響，產生學習不認真或不專心，在線

上學習的成效實著令人擔憂。根據調查顯示遠距學習的情緒變化與遠距教學的學習成

效，分別如圖 1與圖 2所示。 

 
圖 1 遠距學習的情緒變化 

 

圖 2 遠距教學的學習成效 

（圖 1、圖 2資料來源：線上教學的訣竅！遠距線上教學該怎麼抓住學生專注力（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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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為了解決學生在線上學習成效低落的問題，本研究提出利用深度學習判定學生學

習樣態，以評估學生學習的專注力，老師則可以透過這些數據所代表的資訊來調整教

學的狀況，提升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強化學習興趣，達成良好的學習成果。 

本研究是利用程式擷取老師在進行視訊教學時，螢幕上所呈現學生學習時的畫面，

每 10 秒鐘擷取一次，將擷取的畫面經過運算再與資料庫中訓練好的臉部樣本進行比

對，即能讓老師判斷學生在線上學習時的狀況，再依據不同狀況進行後續調整，以解

決遠距學習時學生容易分心的問題。 

具體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透過線上學習問卷調查，分析國高中生線上學習狀況。 

(二) 利用深度學習判斷學生學習行為，以辨識學生的專注力。 

(三) 教師透過系統偵測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可針對學生學習狀況給予調整。 

三、 文獻探討 

(一) 影像處理偵測專心程度方法 

傳統的課堂模式，老師可以一邊上課一邊注意學生專注於課程的狀況；但線上

學習的上課方式，老師受限於授課內容與畫面大小，對於學生上課時的專注狀況掌

控度較差。傳統的課堂模式，學習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更遑論線上學習，要

維持一定的專注力，除了靠學習者本身的自制力，教師也能透過線上學習管理系統

的輔助來達成。 

    蘇信宏 （2007） 運用影像處理技術，偵測學生上課行為，該研究提出的方法

是將專心程度分為三類－極不專心、不專心與專心。極不專心是以膚色方法偵測人

臉，若未偵測到人臉，就認定學生未出席上課。在不專心方面，是以眼睛閉眼為不

專心，眼睛張開為專心。在眼睛張開與閉眼的偵測方法，是先找出影像中人臉的位

置，在找尋人臉範圍中的眼睛，最後透過雙眼影像判斷是張眼或是閉眼。但是，使

用偵測張眼、閉眼的情形，會受到光線強弱的影響，而且當時並未考慮學習者頭部

轉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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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儒（2007）也是以張眼、閉眼狀態來判斷學生專心與不專心的情境，其眼

睛偵測方法，是利用眼睛模板（Template）來找尋眼睛的位置。在當時，使用模板

方法要在人臉區域找尋眼睛位置，處理上是困難的，因為眼睛的位置及大小會因為

人臉的大小或遠近而有所不同，也無法知道該設多少、大小的眼睛模板來找尋。 

(二) 人臉偵測演算法 

本研究使用的人臉辨識為 Open CV 內建的 Haar 分類器，其組成包括 AdaBoost 

算法、 Haar-like 特徵、積分圖方法、級聯分類器。 Haar 整體運作過程如下： 

1. 使用 Haar-like 特徵對影像進行特徵擷取。 

2. 使用積分圖 （Integral Image） 對 Haar-like 特徵求值進行加速。 

3. 使用 AdaBoost 算法訓練分辨目標人臉與非目標人臉的強分類器。 

4. 使用篩選式級聯把強分類器級聯在一起，提高準確率。 

貳、 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Open CV 

Open CV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開放原始碼之電腦視覺庫) 是

一個跨平台的電腦視覺庫。此視覺庫是由英特爾公司發起並參與開發，以 BSD 授權

條款授權發行，可以在商業和研究領域中免費使用。 （你的 AI會看圖嗎? Open CV

介紹，2020），Open CV 可用於開發即時的圖像處理、電腦視覺以及圖型識別。 

Open CV在影像處理方面應用廣泛，包括讀取儲存圖片、視訊、矩陣運算、統計、

影像處理等，可用在物體追蹤、人臉辨識、紋理分析、動態視訊的影像處理等。本研

究主要是將 Open CV 應用在動態視訊時的影像擷取及人臉辨識，將處理後的畫面與

資料庫進行資料比對。 

 
 

圖 3 官網圖示 圖 4 Open CV 臉部辨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89%B9%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BSD%E8%AE%B8%E5%8F%AF%E8%AF%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BSD%E8%AE%B8%E5%8F%AF%E8%AF%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BSD%E8%AE%B8%E5%8F%AF%E8%AF%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8%A1%E5%BC%8F%E8%AF%86%E5%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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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圖 4 資料來源:你的 AI 會看圖嗎? Open CV 介紹（2020）, 2021 年 2 月 1 ) 

二、機器學習 （Teachable Machine，ＴＭ） 

機器學習 Teachable Machine（ＴＭ）是由 Google 研發的開源工具，提供無程式設

計經驗的初學者認識人工智慧（AI）神經網路應用平台，讓所有人可以透過電腦的視訊

鏡頭來進行 AI訓練，快速、輕鬆地創建需要的機器學習模型。 

TM主要是以建立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 模型的訓練平台，專案分為

影像、聲音及肢體動作三種，可依個人需求進行訓練來創建需要的機器學習模型。

圖 5 TM官網 圖 6 專案分為影像、聲音、肢體 

三、Python程式語言 

Python 是一種廣泛使用的直譯式、高階和通用的程式語言。Python 支援多種程式

設計樣式，包括函數式、指令式、反射式、結構化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它擁有動態型

別系統和垃圾回收功能，能夠自動管理記憶體使用，並且其本身擁有一個巨大而廣泛的

函式庫。相較於 C++或 Java，Python讓開發者能夠用更少的程式碼表達想法。（Python

維基百科，2022年 2月）；不管是小型還是大型程式，Python都試圖讓程式的結構清晰

明瞭。

Python擁有強大而豐富的函式庫以及數據分析能力，適用於科學計算。不僅如此，

Python提供了大量的 API，讓 Python能運用更多的人工智慧模組。 

圖 7 Python 官網 圖 8 Python軟體示例 

https://blog.tibame.com/?p=1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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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研究方法

針對因疫情影響而施行的線上教學，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專注力影響到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針對線上學習的專注力進行文獻探討與資料整理，並對國、內外相關文獻

進行收集、整理，再依據整理後的資料確立研究目標，最後進入系統實作階段，建置線

上學習之專注力判別系統，來進行專注力程度之分析，最後會進行系統測試及驗證，蒐

集系統測試的結果並經過統計分析，持續進行系統修正降低誤判率，使本系統的判斷

能協助教師線上教學時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圖 9 線上學習之專注力判別系統研究流程 

二、 研究過程

(一) 線上教學問卷調查 

為了實際了解在線上教學的過程中，學生的學習狀態，研究者設計問卷（如附

錄）用以調查，其中的問題包含學生在線上學習時是否曾分心進行其他與學習無關

的事物、學生是否會開鏡頭、麥克風進行學習，詢問學生對線上學習的看法等問題。

有些問題並不是老師能當下處理的，但老師可以透過問卷的回應來調整課程實施的

策略與方式，若學生的自制力不佳，容易因外在影響造成專注力不集中，辨識專注

力不集中是本研究的目標。

(二) 深度學習判定動作辨識評估學生的專注力

我們針對幾種專注力不集中的動作進行分析，並將這些動作進行特徵擷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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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透過類神經網路的運算得到模型，最後再利用模型的判定來分析專注力。本系統

之流程架構如圖 10，透過鏡頭擷取學生上課時的狀態，將擷取到的畫面進行特徵辨

識，透過不同角度的動作來判斷專注力。研究樣本是以某高中線上教學為樣本，採

樣 22 人上課畫面並分析上課狀況，教師僅需架設雙螢幕執行程式，一個畫面為上

課教材，另一個畫面為學生學習狀態，教師可透過系統來觀察學生的專注力，適時

調整上課方式以提升學生線上學習的成效。

圖 10 本研究流程圖 

(三) Google Meet視訊會議

從 2019 爆發新冠肺炎開始，視訊模式已開始受到重視。為因應視訊會議的大

量使用，Google於 2020年 4月將Meet轉為免費服務。同時因國內疫情升級警戒，

為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自 110年 5月份起，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

校上課，部分視訊軟體因安全性考量造成多國政府、企業及學術單位紛紛宣布禁用，

有些視訊軟體費用過高、操作繁瑣，成為使用視訊軟體的考量，無須安裝的 Google 

Meet是老師視訊教學最佳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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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Google Meet官網 圖 12 視訊會議示例 

（圖 11、圖 12 資料來源: Google Meet（2022）, 2022 年 2 月 1 日) 

(四) Open CV影像擷取

系統設計是使用 Python 與 Open CV 結合，擷取網路攝影機影像，進行處理後將連

續的畫面影像寫入影片檔案中儲存，作為後續與訓練影像進行比對的原始影像。

圖 13為 Python擷取影像的部分程式碼。程式設定每 10秒擷取一張螢幕的畫面儲

存於資料夾中，如圖 14，做為與訓練影像進行比對的原始影像。 

圖 13 影像擷取程式示例 圖 14 擷取畫面資料夾 

(五) 以機器學習進行臉部特徵訓練

機器學習平臺訓練模型相當容易，整個流程只需三個步驟：1.資料蒐集、2.訓練、3.

預測，即可產生模型。

https://apps.google.com/intl/zh-TW/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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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TM平臺訓練模型 圖 16 TM平臺資料蒐集 

圖 17 TM平臺開始訓練 圖 18 TM平臺訓練結果 

(六) 專注力評估

專注力 （attention） 一般稱為注意力。關於注意力的定義，各家都有不同的解

釋，目前多數普遍認為，注意力是指個體對情境中的眾多刺激，只選取一種或一種以

上的外在刺激或內在心理事件，並加以反應的心理能力或歷程 （宋淑慧，1992） 。

本研究中所指的專注力，則是針對學習上的專注力而言。專注是指在一段時間內，能

持續地、有選擇地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資訊上的行為。許多教育領域的研究著重在

探討如何維持和追蹤學生的專注力，期望透過學生表達的不同狀態判斷學生在學習上

專心程度。本研究則是透過電腦來判斷學生表達的不同狀態，讓教師容易判斷學生在

學習上是否專心，以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從一個人的行為來判定專注力是最容易觀察的方式，研究者將線上學習的行為分

類並進行定義，作為系統判斷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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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專心：畫面有出現完整的人臉，且眼睛有專注在螢幕上。

專心：畫面有未有完整的人臉，且眼睛有專注在螢幕上。

不專心：出現手撐頭的動作，眼睛未專注於螢幕上或照到側臉。

極度不專心：頭像不清或趴著無法完整偵測到人臉。

未開鏡頭：未出現臉離開座位或出現未開鏡頭畫面。

圖 19 線上教學專注力情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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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

一、 專注力分析

研究者觀察學生視訊上課的狀態，將觀察的情形分為五種狀況，分別為極度專心、

專心、不專心、極度不專心與未開鏡頭，如學生一開始的專注力為正常，系統會因臉

部資訊判定為極度專心或專心；當學生的學習狀態符合不專注的情形時，則該學生的

專注力變更為不專心或極度不專心。經過大量的測試，最後針對容易誤判的影像，研

究者會加入臉部辨視或其他方法來修正。

二、 線上教學問卷調查

線上問卷於 111年 2月至 3月間填寫，針對桃園市某校 176位學生 （90位國中

生，86位高中生） 為樣本進行調查。根據樣本中的反應，有 75%的學生表示在遠距

的學習下，心情是愉悅且輕鬆的；壓力相對較小的原因，分別有不用趕時間到學校、

節省交通往返時間、學習時間較自由、減少面對面討論時的壓力、不用受到秩序干擾

可專心課程等。

圖 20 線上學習意願調查結果 

問卷在填答時也有負面的反應，如觀看螢幕時間太長等感受，50%至 60%的學生

有這類的情緒產生。有些情緒，如鬱悶、煩躁等來自於長期待在家中，而針對教學、

考試形式的不確定，無法與同儕間互動所產生負面、焦慮的情緒亦有呈現。高中課程

的部分，實作課程因設備限制難以進行；國中部分則因資訊設備狀況及數位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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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排除影響了課程的學習；亦有家人亂入造成學習尷尬的場面。

圖 21 線上學習的缺點 

在進行線上學習時，超過 80% 的老師會要求學生開啟鏡頭以觀看學生學習狀態。

經調查，學生偷偷關閉鏡頭或不開麥克風，告知老師設備出狀況無法開啟的比例佔

44%；上課期間開鏡頭離開去做其他事佔 39%；沒有準時上課佔 38%；使用手機聽音

樂佔 29%；使用雙螢幕開多視窗玩遊戲 21%。 

圖 22 線上學習曾經發生的行為 

從問卷的反應來看，學生在學校上課有老師的監督及同儕的互助，學習情緒會比

家裡專心。進行線上學習時，若老師不強烈要求學生一定要開啟鏡頭，部分學生會因

缺少監督而鬆懈下來，影響學習成效，再加上學生整天緊盯電腦螢幕上課，長期下來

容易造成學習疲乏。如何維持學生線上學習的參與度和互動性，是無法避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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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開發的系統，能有效檢視學生的專注力和學習狀況，協助教師進行因應。

三、機器學習進行臉部特徵訓練模型

（一）將專注力分為極度專心、專心、不專心、極度不專心及未開鏡頭五類，並將相關

照片上傳後進行訓練。

圖 23 用 TM所建立的特徵資料模型 

（二）訓練：透過圖像辨識進行模組訓練，人臉辨識的準確度可超過 95%。

圖 24 Teachable Machine機器學習訓練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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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結果：訓練完成後將測試影片載入測試，從畫面上即可得知學生的學習狀況，

對於不專心、極度不專心或未開鏡頭的學生可進行提醒，在學習狀況判斷的準確度

超過 95%。當訓練照片數量愈多時訓練的結果會愈準確，並可同時計算線上的學

習人數，如圖 25 左方圖片所示。圖 25 右方圖片的右下方顯示目前上線人數，可

讓教師快速掌握線上學習的學生人數，搭配即時影像即可以快速瞭解學生的學習

狀態。

圖 25 TM 機器學習訓練的結果示意圖（圖片來源，Google Meet封面圖片）

四、線上學習即時影像專注力分析

在線上學習時，超過 80%的老師會要求學生開啟鏡頭，這和實體教學模式相似，老

師能透過鏡頭前學生的即時畫面掌握學生學習的狀況，並從中瞭解學生的專注力和學習

情形，但隨著課程進行，要同時兼顧課程教學與觀看學生學習狀態，會讓老師在教學過

程不斷觀察不同畫面，增加授課時的壓力與疲憊。

透過本研究開發的系統來偵測螢幕上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如圖 25所示，依據系統分

類可以看出能測得臉部且雙眼直視的畫面表示極度專心，會以藍色框及相對應文字來表

示；當偵測出部分正臉且雙眼直視表示專心，會以綠色框及相對應文字來表示；當偵測

出側臉表示不專心，會以黃色框及相對應文字來表示；若無法辨識臉部表示極度不專心，

會以紅色框及相對應文字來表示；若鏡頭未開，會以白色框及相對應文字來表示未開鏡

頭。

https://apps.google.com/intl/zh-TW/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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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為線上學習的專注力測試圖，是透過偵測程式（圖 27）所產生。根據分析，

有 16位同學進行線上學習，系統測得學生極度專心者佔 57%，專心者佔 12%，不專心者

佔 12%，未開鏡頭者佔 19%。老師可透過顏色的協助，在課程進行時快速的掃描畫面中

出現紅色、黃色及白色框的學生，針對這些學生提升專注力，讓學習更有成效。 

 

 
圖 26 專注力測試圖 圖 27 偵測程式示例 

研究對象在進行線上學習時，若以單一時間判斷專心程度，容易造成失真，所以我

們將專心程度分成五個等級－極度專心、專心、不專心、極度不專心及未開鏡頭，累計

一段時間內的學習狀態，計算出加權專注力百分比，其公式如下： 

加權專注力百分比=（極度專心影像數 x 4  + 專心影像數 x 3 + 不專心影像數 x 2 

+ 極度不專心影像數 x 1 ）/ （所有影像數 x 4 ） x 100% 

系統每 10 秒會截圖一次，依訓練結果的判讀數值滙出成 Excel檔，如圖 28 ，得到

固定時間內的影像數。計算後專注力百分比若在 75% 以上，定義為極度專心； 50%-75% 

定義為專心； 25%-50% 定義為不專心； 25% 以下定義為極度不專心； 0% 定義為未

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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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系統判別程式碼及匯出資料至 Excel軟體 

 

表 1 學生線上學習專注力的分布情形 

座

號 
極度專心

(張) 
專心(張) 不專心

(張) 
極度不專

心(張) 
未開鏡頭

(張) 
加權專注力百

分比(%) 
專注力 測驗成

績 

1 108 16 15 40 0 76.8 極度專心 82 

2 73 19 7 75 5 61.2 專心 77 

3 0 0 0 3 176 0.4 極度不專心 48 

4 0 4 8 163 4 26.7 不專心 52 

5 124 29 2 24 0 85.3 極度專心 75 

6 35 31 52 61 0 55.6 專心 61 

7 43 16 20 100 0 50.3 專心 53 

8 0 0 0 3 176 0.4 極度不專心 28 

9 46 16 16 97 4 50.4 專心 58 

10 109 15 8 46 1 75.8 極度專心 81 

11 0 5 35 138 1 31.1 不專心 47 

12 0 0 0 10 169 1.4 極度不專心 12 

13 3 8 7 154 7 28.5 不專心 40 

14 150 18 4 6 1 93.3 極度專心 86 

15 129 24 10 16 0 87.2 極度專心 90 

16 53 2 75 49 0 58.2 專心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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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為學生線上學習專注力百分比，樣本數為 16 人，極度專心組三位學生，專心

組三位學生，不專心組四位學生，極度不專心組三位學生，未開鏡頭有三位同學。座號

１、２、５、１０、１４、１５在線上學習時有較高的專注力表現；座號為３、４、８、

１１、１３在線上學習時，則呈現極度不專心或不專心。上完線上課程後即時進行測驗，

測驗內容為線上課程範圍及內容，將學習表現與測驗成績進行對照，如圖 29，可以明顯

發現專注力百分比愈高的同學其測驗成績相對來得更高。

圖 29 專注力之百分比與測驗結果對照圖 

伍、 討論

一、 原本採用 Openpose結合Matlab來偵測人體骨架進行動作的判斷，但因Matlab為商

業軟體且無法廣泛使用，應用上難度較高。加上Openpose的骨架判斷容易產生誤判，

須搭配其他的偵測才能準確的判斷出行為，硬體的需求會增加，因此改用 Google 

Teachable Machine機器學習訓練，搭配 Python程式語言來進行系統開發。 

二、 利用 Google Teachable Machine機器學習訓練照片，測試與實測結果的準確度會有些

許誤差，這是因為學生實際進行線上學習時會將背景設定成自己喜歡的背景，每個

同學的背景並不一致，會造成實測時的誤判，若將常用的背景畫面也列入訓練，準

確度也會提高不少。

陸、 結論

一、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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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主要是觀察學生在線上學習時的行為，透過觀察分析，規納出學生在線上學

習專注的程度－極度專心、專心、不專心、極度不專心及未開鏡頭。並運用 Google 提供

的 Teachable Machine機器學習來建構人工智慧模型，結合 Python程式語言的撰寫，針對

線上學習時學生的學習畫面進行人臉辨視，讓老師可以快速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進而

調整教學模式來提升學生的專注力及學習成效。

依據注意力曲線與課堂時間的關係，本系統可應用於注意力較差的時段，了解學生

專注力下降的因素是上課時間過長，導致精神疲勞，或是課程內容無法跟上，學習動力

下降等因素，不斷的滾動調整上課進度及課程內容，提升教學與學習的品質。

在疫情尚未結束的時代，線上教學仍會持續進行，如何讓老師在線上教學時，花費

少量的心力了解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將更多的精力集中於課程的教學與教學模式的調整，

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

二、未來展望

本系統雖提供教師快速了解學生線上學習的狀態，以提升學生學習的專注力，但

仍受限於單一螢幕與畫面大小，與真實的教室場景仍有差距，對資訊能力較弱的教師

幫助有限。

未來，會持續改進系統，讓教師可以將重點放在觀察專注力較差的學生，或是讓

系統可以協助教師進行輔助教學，針對專注力較差的學生進行提問，讓系統扮演助教

的角色，也可減低教師對資訊能力需求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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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線上學習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我是高二的學生，我正在撰寫科展書面資料，教育部降低群聚感染之

風險，於 110年 5月 19日(三)起，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改採線上教學，學生居家遠

距學習不到校，線上教學為正式課程，本作品研究主題關於線上教學時，學生的專注分析並

能提供教師在授課時能及時修正，能讓學生能有更好學習，因此請您提供寶貴意見。謝謝

您！ 

一、學生目前就讀    ○國中  ○高中 

二、線上上課期間是否有要求開啟鏡頭    ○是  ○否 

三、線上學習所使用的裝置    □電腦  □平板  □手機 

四、線上上課期間是否與家長待在同一個空間  ○是   ○否 

五、你願意上線上課程的原因(可複選) 

□不用到學校，學習時較自由    □平台繳交作業較方便    

□討論時可免除面對面的壓力    □可以比較輕鬆  □不受到秩序干擾可專心課程   

□影片可以重播不會可再重新學習   □線上找資料也更迅速也更詳盡 

六、線上缺點(可複選) 

□實作課程難以進行  □看螢幕時間太長□與同學感情聯繫差 

□家中的數位載具及網路資源不夠  □在家時間太長,活動空間小   □無 

七、線上課程時你曾做過幾件事? (可複選) 

□沒有準時上線  □不開鏡頭、麥克風  □線上上課期間用餐  □開多視窗玩遊戲 

□線下討論題目答案  □耳機聽音樂  □上課期間使用雙螢幕   

□上課期間開鏡頭離開去做其他事   □無 

八、線上學習成效不佳原因(可複選) 

□自主力不足  □環境空間太舒適  □沒有同儕的協助  

□沒有師長可即時解決問題 

九、線上學習決解專注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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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學習問卷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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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權同意書 

 

 

 

 

 

 

 

 

已請同學簽署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052505-評語 

【評語】052505  

1.  本作品以 Google Teachable Machine 進行人臉偵測及眼睛

偵測，作為判斷專心與否的依據。 

2.  雖然作品說明書提供一些實驗數據，但是整體研究目的不是

很聚焦，研究重點到底是「如何判斷專心與否？」還是「全

班專心程度的分析？」不管是哪一個，建議還是要有完整的

實驗規劃及實驗結果，用以說明研究步驟每一個環節的可靠

性（準確性）。 

3.  另外對於「專心」或「不專心」的定義可再清楚說明。例如

轉頭打個噴涕，或低頭寫筆記等，這些是否都判斷為不專

心？而專心/不專心是否考慮時間長度，畢竟專心與否應由

一段時間的行為表現所定義。 

4.  建議多探討國內外對於自動判斷專心程度的文獻，並加以比

較。



 

 

 

 

 

 

 

 

 

作品簡報



線上教學—
深度學習專注力分析

目錄

組別：高級中等學校組

科別：電腦與資訊學科



研究動機

• 學生因疫情無法到校學習，透過線上遠距教學，會因環境熟悉、 3C 產品較多，容易受到影響而導致學習的

效率與品質降低。

• 根據調查，有高達 7 至 8 成學生表示居家學習會因讀書與休息空間無明顯區隔，容易造成拖延、怠惰、分心

且易感到疲倦。

圖2 遠距教學的學習成效圖1 遠距學習的情緒變化



研究目的

1. 透過線上學習問卷調查，分析國高中生線上學習狀況。

2. 利用深度學習判斷學生學習行為，以辨識學生的專注力。

3. 教師透過系統偵測學生學習的專注力，可針對學生學習狀況給予調整。



針對桃園區某校176位學生為樣本。線上問卷調查



研究過程與方法

圖3 線上學習之專注力判別系統研究流程 圖4 本研究流程圖



(一) Open CV

Open CV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

是一個跨平台的電腦視覺庫。

(二) Teachable machine

機器學習是由 Google 研發的開源工

具，提供無程式設計經驗的初學者

認識 AI 神經網路應用平台。

(三) python

Python是一種廣泛使用的直

譯式、高階和通用的程式語

言。

。

研究設備與器材



圖5 用TM所建立的特徵資料模型 圖6 Teachable Machine機器學習訓練示例

將專注力分為極度專心、專心、不專心、極度不專心和未開鏡頭進行機器訓練。

研究結果

一、機器學習進行臉部特徵訓練



系統每1分鐘截取一次畫面，透過機器訓練和程式判斷，將辨識結果顯示在畫面中。

研究結果

二、線上學習即時影像專注力分析

圖7 專注力測試圖



• 將時間區間內判讀數值匯出成EXCEL檔。

• 專注力百分比 = （極度專心影像數 x 4  + 

專心影像數 x 3 + 不專心影像數 x 2 + 極

度不專心影像數 x 1 ）/ （所有影像數 x 

4 ） x 100%。

• 將學習表現與測驗成績進行對照。

• 測驗內容為線上課程範圍及內容。

研究結果

二、線上學習即時影像專注力分析

圖8 專注力之百分比與測驗結果對照圖



結論

• 本系統可用於注意力較差的時段，協助教師了解學生專注力下降的因素並進行課程調整，以提升教學與學

習的品質。

• 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本是讓老師在線上教學時，花費少量的心力了解學生的專注力，將更多的精力集中於課

程的教學與教學模式的調整。

圖9系統實測圖



• 本系統可快速了解學生線上學習的狀態，掌握學生的專注力，但仍受限於單一螢幕與畫面大小，與真實的教

室場景仍有差距，對資訊能力較弱的教師幫助有限。

• 未來方向：

1. 讓教師更容易將重點放在專注力較差的學生。

2. 讓系統協助教師進行輔助教學，對專注力較差的學生進行提問，扮演助教的角色，減低教師對資訊能力需求的負擔。

未來展望

圖10系統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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