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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的研究是眼睛，眼睛是靈魂之窗。根據林隆光(2010)指出當兒童太早患

有近視疾病，隨著年紀增加其視力嚴重度也會隨之增加，日後演變成高度近視的

機會就愈大。因此視力從小就要開始保護，而近視成因主要為長時間用眼、距離

過近且未按時休息等，而閱讀距離也需隨年齡與身高不同而有所調整。 

綜上所述，我們製作視力矯正神器，該裝置上方有許多模組，例如距離感測

器，可以適當的感測距離，再結合 IoT 智慧物聯網觀念，手機 App 能簡易進行遠

端操作與提供相關資訊，並即時提醒使用者外，針對不同年級也會提供合適距離

數據，並能追蹤紀錄姿勢的正確與否，當錯誤姿勢與閱讀距離不當時會搭配震動

提醒使用者，當超過閱讀時間時，也會播放音樂提醒需要休息。 

  



2 

 

壹、研究動機 

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因此視力保健是件相當重要的事。在科技發達的現

代生活中，除了日常閱讀、寫字外，我們使用 3C 產品也非常頻繁，因此用眼時

間及用眼時的姿勢及距離將是影響我們視力的一大且重要闗鍵。Foster 與 Jiang

（2014）指出亞洲各國近視盛行率普遍高於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東亞正更以驚人

速度增加中。而從 2017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發現，視力問題以近視為主，可以

觀察到 18~24 歲者每 100 人就有 73 人近視（圖 1-1）。 

 

圖 1-1 國人視力健康年齡表 

從圖 1-1 也可以觀察到視力問題隨年齡增加且不可逆，而根據 109 年學生視

力不良率調查，可以發現國小一年級每 4 位就有 1 位視力不良，之後每個年級以

6 至 9 百個分比迅速爬升，到國小六年級高達 63.2%，國中三年級則成長至 78%，

高中以後成長速度趨緩，而與鄰近的日本相比，我國各年級學生視力不良率皆高

於日本，且隨著年級越高差距越大，國小一年級僅高過日本 2 個百分比，但到了

高三卻已經高於 18 個百分比（圖 1-2）。根據林隆光（1999）研究指出，當近視

年齡層降低，近視加重的速度會越快，且轉變為高度近視的機率也會提高，導致

失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2018）研究調查發現，106 年幼

兒園小班近視率為 6.9%，小一為 19.8％，小二為 38.7％，小四則達到 52.7％，近

視比例與年齡成正比（圖 1-3），兒童近視以及視力不良的人數日益嚴重。因此，

視力保護應從小做起，切勿讓孩童過度用眼避免後續視力惡化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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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我國與日本近視數據比較 

 

圖 1-3：視力不良人數比例 

 

再者，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調查，對於 12 歲以下兒童近視的主要原

因為長時間近距離用眼與使用 3C 產品，而適當地進行戶外活動能夠降低近視發

生的比率（圖 1-4）。 



4 

 

 

圖 1-4 兒童休息活動與近視關聯性 

 

由於亞洲國家多半為了成績而學習，多數家長也是教導學生不能失敗，必須

和其他人競爭，獲取好成績，並希望子女能努力學習，上最優秀的大學獲取更高

的學位與工作機會，才是成功的基本，因此我們課業成績被過於重視，平常不但

要去補習班補習，也會花費大量時間學習於才藝活動上，繼而導致我們沒有足夠

時間讓眼睛休息，或是太過近距離用眼，更加容易發生近視困擾。Ku 等人（2019）

研究結果表示，待在補習班時間超過兩小時以上會增加兒童患近視疾病的機率，

其原因可能為近距離活動增加與戶外活動時間減少所導致。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6）估計全球有 1900 萬兒童視力受到損害，其中有 1200 萬兒童受到近視等

困擾。視力對於就學階段的我們，會造成打球運動、語言表達、情感交流、認知

發展與上課學習等延遲問題。 

綜合上述，台灣的近視問題不容小覷，對於未成年的我們來說影響甚大，視

力保健除了要從小做起，也需要隨時注意近距離用眼狀況與用眼時間等。 

良好的用眼習慣以及閱讀距離都是生活習慣養成的一部份，近視雖然不可逆，

但也不需要過度害怕，看書、寫字、看電視等，首先是，端正姿勢以及保持適當

的距離，近距離用眼時，書本需要距離眼睛 30 公分以上，也需要避免歪頭、趴

著或是側頭用眼等錯誤姿勢閱讀，再者，用眼 30 分鐘需要休息 10 分鐘，最後桌

椅的高度需隨學生身高進行變化，其桌高要為身高*0.43 公分、椅高要為身高*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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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這樣才能維持學生最佳閱讀距離與姿勢，錯誤的姿勢也會導致脊椎側彎、

駝背、左右肩膀不一樣高、長短腿等問題，因此我們設計出一個裝置，能使我們

保有良好的視力，也能使我們養成良好坐姿習慣，當發現有視力不良或想矯正閱

讀姿勢時，也能透過手機 App 將平時不良的習慣有所記錄，做為日後矯正的參

考資訊。 

 

 

貳、研究目的 

一、 探討近視成因與改善方式。 

二、 調查市面上視力矯正的種類與方法，並進行比較。 

三、 探討裝置安裝方式與位置，並進行精準度校正。 

四、 測試裝置的精度與準度，並進行歸納與整理。 

五、 透過實測進行裝置調整與改善。 

六、 設計符合 IoT 架構之 App 平台，並確保其更新率妥善。 

七、 透過記錄能提供家長與醫療人員資訊及穩定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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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切割器：美工刀、斜口鉗、尖嘴鉗。 

二、實體材料：髮箍。 

三、工具設備：電動起子、Android 手機/平板。 

四、感測元件：Arduino Nano 控制板、藍牙晶片、震動模組、蜂鳴器、超音波感

測器。 

五、開發軟體：App Inventor2、Arduino。 

各詳細之圖示與功能，可參考表 3-1。 

項次 品項 圖示 功能 

1 髮箍 

 

 

將電子元件

與裝置安裝

於上方，用於

避免近視嚴

重度加深。 

2 
Arduino Nano

控制板 

 

作為 IC 控制

版，用於控制

視力矯正神

器電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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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藍芽晶片 

 

作為 IoT 物

聯網資料傳

遞訊息的元

件。 

4 震動模組 

 

透過震動方

式提醒使用

者姿勢錯誤

或是閱讀距

離過近等問

題。 

5 蜂鳴器 

 

其聲音用以

警示與提醒。 

6 超音波感測器 

 

用以偵測距

離。 

7 App Inventor2 

 

撰 寫 手 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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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duino 

 

用以撰寫視

力矯正神器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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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 

本研究目的是研發預防近視並矯正坐姿的裝置，首先搜集網路與國內

外過去之研究等資料，用以瞭解近視成因與預防方式，再者針對目前預防

近視方法與裝置進行優缺點分析，找出其通用點與痛點進行調整與改良，

將其優點最佳化，並降低其缺點與問題，詳細的研究流程圖如圖 4-1、4-2。

 
圖 4-1 研究流程圖 

 

蒐集資料

•搜集網路與國內外之研究等資料，用以瞭解近視成因與預防方式

分析與統整

•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類與統整

•分析近視之成因與防範措施

•分析比較目前改善近視方式之共通點及優缺點

規劃設計

•找出市面上改善視之工具與方式之其通用點進行調整與改良，將其優點
最佳化，並降低其缺點與問題

•設計App

實驗與調整

•確認視力矯正神器合適安裝位置與調整

•測試超音波感測器其精度與準度，並確保App上方數據頻率更新

•校內不同場域進行數據測試，進行數據彙整

•確認光敏電阻數據的精度與準度，並確保App上方數據頻率更新

於App上應

用

•確保視力矯正神器資能與App進行智慧應用與遠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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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比較流程圖 

二、實驗方法： 

（一）探討國內外針對近視成因與預防等文獻資料 

我們從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與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

書館搜尋國內碩博士對視力研究相關資料，以及透過 Google scholar

搜尋國外視力相關研究，透過論文中研究結果與方法藉此歸納出近視

的成因與預防方法，並針對預防方法進行分析與統整。 

（二）探討市場上近視預防措施與方法並分析其優缺點 

上網搜尋並整理出目前市面上防範視力惡化的裝置與設備，將其

方法、功能、性價比、價格進行彙整，並比較其優缺點，以利於視力

矯正神器的後續製作與調整。 

（三）探討視力矯正神器合適安裝位置與調整 

我們上網查詢相關適合用於安裝本次作品裝置的頭戴式物件，並

將其優缺點進行比較，並請教師與同學進行使用調查與詢問，從中挑

選出合適的安裝位置與物件。 

（四）測試超音波感測器其精度與準度，並確保 App 上方數據頻率更新 

將待測物擺放於不同位置上，透過直尺量測感測器與待測物之距

離，並從電腦上方讀取 Arduino 上方超音波感測器數據，將數值與誤

差彙整成表格，並統整與計算出誤差值，最後透過程式碼進行數據的

校正與調整後，確保視力矯正神器上方藍牙晶片數據的傳送與手機

App 上方藍芽接受數據與更新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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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學校內不同場域進行數據測試，以及針對低、中、高三個年級身高

進行數據彙整。 

首先調查校內低、中、高三個年級的平均身高，以利找尋各年級

平均身高進行教室內不同場域進行數據的實測外，並調查低、中、高

三個年級桌椅平均高度，藉此量測出各年級正確閱讀姿勢的數據，並

模擬多個錯誤的閱讀姿勢，將其數據進行彙整與分析，以便於視力矯

正器進行姿勢的矯正與錯誤姿勢的提醒等。 

（六）探討震動與蜂鳴器元件警示之關聯性 

透過震動元件能夠即時告知使用者閱讀姿勢狀況，如閱讀過近、

錯誤的閱讀姿勢以及閱讀時間過久等問題，其中錯誤的閱讀姿勢是學

生最常犯錯的問題，因此透過程式碼將震動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偵

測到錯誤的閱讀姿勢時，震動警示最久，其次為閱讀過近，最後為閱

讀時間過久情境，並配合上蜂鳴器響奏樂曲，用以提醒使用者狀況。 

（七）探討光敏電阻數據的精度與準度，並確保 App 上方數據頻率更新 

透過正規教室內的亮度來校正光敏電阻數據，並透過程式碼進行

校正與調整後，進行上午、中午與傍晚數據測量，並確保 App 上方數

據與視力矯正神器的數據更新頻率相同，最後進行教室內亮度與陽光

的影響之研究。 

（八）將 IoT 物聯網平台設計於 App 上方，以利實現 IoT 於 App 上方應用 

於 App 上方架設 IoT 物聯網平台，確保視力矯正神器資能與 App

進行智慧應用與遠端操作，有利於家長、醫療等相關人員進行長期追

蹤與治療，確保 App 能夠達到更多元 IoT 的應用以及更新與維護等。 

伍、研究結果 

一、探討國內外近視成因以及相關歷屆研究 

兒童最常見的視力問題就是近視（周琳霓，2009）。因此，許多研究

指出未成年近視機率高過於成年人，且年紀越小患有近視，越容易罹患眼

睛疾病，例如，林隆（2010）指出 7 至 8 歲是兒童近視發生之尖峰年齡，

其研究結果也發現，小一至小四平均每年增加 100 至 125 度，小四至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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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增加 75 至 100 度。Traboulsi 等人（2008）研究表示約有 10％幼兒

童於 5 至 6 歲有眼睛疾病，而其中 7%的兒童受近視所困。 

近視產生原因有很多種，如個人體質、遺傳因素、家庭因素、環境因 

素、個人行為、先天疾病等原因，以下針對六大項進行詳細敘述： 

（一）個人體質：先天性別、年齡、智力、身高體重等 

（二）遺傳因素：父母親具有高度近視者 

（三）家庭因素：父母親教育程度、學業壓力、家庭背景狀況 

（四）環境因素：照明設備、桌椅高度、教學用品等 

（五）個人行為：3C 使用時間、近物閱讀時間、營養品食用、是否有充足

休息時間等 

許多國內外學者也針對視力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例如：楊瑞珍與熊鯤

苓（2000）研究表示，學生環境、家庭環境與學校環境三者是影響學生視

力不良的重要因素，分別敘述如下：（1）學生環境：視力不良的學生花在

課業時數較多，其成績也較高；（2）家庭環境：受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學業

的重視程度有關；（3）學校環境：教師對教室照明度注意與鼓勵就醫注重

較低。施永豐（2004）研究表示，影響孩童視力發展主要因素有光線、眼

壓、職業、教育作用、近距離工作、調適和聚焦作用、城鄉差距、視力模

糊、早產等原因。You 等人（2012）研究表示，影響孩童視力發展主要因素

有年齡、性別、學校型態、雙親近親、社經背景高低、閱讀環境與學習時

間、3C 產品、對生活品質感受等。Hua 等人（2015）的研究表示，使用 3C

產品或閱讀書籍時，平均照度提高，發生近視與眼球病變的機率均能有效

下降。因此，適當的光源能有效保護眼睛，若長時間處於亮度不足的地方，

會導致眼睛疲勞與視力退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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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近視的預防要從小做起，才能夠避免罹患眼睛疾病，而造

成近視的原因有：(1)姿勢不良，未保持合適的距離、(2)光線不充足，造成

眼睛疲乏、(3)用眼過度，未按時休息等。 

 

二、探討市面防範近視的方法並分析其優缺點 

視力保健非常重要，台灣健康促進學校（2022）推動視力保健六大範

疇推動策略，彙整如表 5-1，從表中可以觀察到學校教室、課桌椅與環境需

要注意的事項。 

範疇 推動策略 

學校衛生政策 
學校的視力保健政策皆是由學校衛生委員會負責統籌

推動、規劃及檢討，並且完整記錄學校政策。 

學校物質環境 

1.教室燈光照度至桌面不低於 500LUX。 

2.學生選用符合身高之課桌椅、教室單槍流明度的檢

核。 

3.學生前排桌椅距離黑板及投影布幕達 2 公尺以上。 

4.規劃合適且足夠的戶外活動場所及提供充足的戶外

運動器材及設備。 

學校社會環境 

1.營造有利於視力保健的支持性整體環境，策劃動態性

活動提升視力保健。 

2.訂定學校視力獎勵制度及健康生活守則。 

健康生活技能教

學及活動 

1.辦理學校視力保健增能研習。 

2.培育學生健康素養，養成生活技能習慣。 

3.加強學生家長視力保健知能。 

社區關係 

1.結合各區衛生局與醫療院所等相關機構之資源協助

推動視力保健。 

2.邀請安親班共同參與學校政策並向安親班宣 導視力

保健的重要。 

健康服務 

1.建立學生高關懷、高度近視危險群個案學生名單，並

提供轉介與輔導追蹤。 

2.持續提供視力保健衛教相關資訊，增加健康中心在視

力保健工作中的功能。 

表 5-1 視力保健六大範疇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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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衛福部國健署（2015a）所提供的護眼六招中，針對光線敘

述部分提到「光線要充足，桌面照度至少 350 米燭光以上」、「書桌光線

不直接照射眼睛，習慣用右手寫字，檯燈放左前方，左撇子則為相反方向」，

針對用眼姿勢保健則為「看書或寫字，保持 35-40 公分的距離」、「不在搖

晃的車上閱讀，以及不要躺者閱讀」、「書桌高度要讓手肘自然下垂平放，

椅面要讓臀部坐滿，雙腳要踩到地」。 

以下整理出我國針對近視預防所做出來的研究與方法（林隆光，2012；

林思源，2004；林國煌等，2001；黃淑貞、洪文綺、陳曉玟，2004；楊瑞珍、

熊鯤苓，2000）。 

（一）避免遺傳因素：家族史具高度近視者生下近視兒機率高於常人。 

（二）注意營養均衡：多攝取對眼睛有意的維生素。 

（三）良好的閱讀習慣：適當的照明、書籍的字體大小與桌椅高度。 

（四）避免眼睛疲勞：避免長時間近距離用眼。 

（五）良好的閱讀姿勢：避免近距離閱讀。 

（六）避免待在影響視力的環境：戶外活動超過 2-3 小時，多郊外踏青。 

（七）使用 3C 產品適當休息：30 分種休息 10 分種。 

（八）建議 2 歲以下幼兒不要看電視 

（九）正確配戴眼鏡與定期檢查：眼鏡配戴合宜，並每年 1-2 次進行檢查。 

 

目前市面上有許多防範近視的工具，我們上網將資料整理並進行比較

如表 5-2。 

名稱 運作原理 優缺點 

角膜塑型片 

透過鏡片將角膜壓

平，使光線和影像聚

焦在視網膜上，避免

近視度數增加。 

優點：白天不會有畏光副作用、非

手術性的矯正視力。 

缺點：材質為硬式隱形眼鏡較不好

適應、可能引起眼睛過敏與角膜表

皮磨損問題、價格昂貴且需定期更

換、需購買專用藥水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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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瞳劑 

透過藥物使瞳孔放

大，對於近物識別較

為吃力，因此可避免

近視加深。 

優點：價格便宜、非手術性的矯正

視力。 

缺點：畏光、看近時模糊、可能引

起白內障風險、使用藍光等產品傷

害更高 

雷射手術 

透過雷射於角膜上

方 做 出 適 當 的 切

割，減少角膜的屈光

度，使影像聚焦於視

網膜上。 

優點：術後快速恢復視力、不需配

戴任何矯正儀器。 

缺點：手術性的矯正視力、價格非

常昂貴、感染與延遲癒合風險、眼

睛乾澀、眼壓高等副作用。 

表 5-2 市面上常見預防近視工具 

如上表所述，這三種預防近視的工具是目前最常見的，我們發現其價

格落差甚大，角膜塑型片價格一付約為 25,000 至 35,000 元之間，若有散光

價格更是高，且使用年限僅 3~5 年，散瞳劑價格約為 200 至 300 元之間，

雖然便宜但需要長時間購買，雷射手術則是最貴，手術價格約為 90,000 至

110,000 元之間，手術完畢後能夠立刻獲得最佳視力，但侵入性手術帶來的

風險也相對高，因此希望透過我們所創造出的這個裝置，不但價格便宜且

後續追蹤治療簡易，不用侵入使用者的器官，也能夠提醒使用者避免因姿

勢不良、閱讀距離過近、光線不足或用眼時間過久等而造成近視的問題。 

三、探討視力矯正神器合適安裝位置與調整 

（一）探討發箍安裝種類 

我們上網查詢現有的髮箍種類用以安裝此次品，並比較其優缺點，可參

考表 5-3。 

名稱 圖片 優缺點分析 

波浪髮箍 

 

優點：瀏海固定較為

牢靠、具有彈性配戴

上合適。 

缺點：由於金屬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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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戴容易使頭痛、較

無造型、造型纖細用

久容易變鬆。 

寬髮箍 

 

優點：較不易變形、

遮蓋面積較大、能更

加穩固扣住頭髮 

缺點：髮箍耳朵處容

易壓迫疼痛、戴久會

鬆脫 

寬帶髮箍 

 

優點：布面設計覆蓋

面機大且不會壓頭

髮、更不易變形、布

面設計較不容易脫

落 

缺點：髮箍耳朵處容

易壓迫疼痛 

針織髮帶 

（運動髮

帶） 
 

優點：配戴舒適、具

有彈性不會有壓迫

感、柔軟彈性吸汗 

缺點：價格相較高、

長時間攜帶有可能

會導致額頭冒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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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述，我們找到四種市面上常見的髮箍設計與材質，考量到配戴

的舒適性與電子元件重量，我們將作品改置於針織髮帶如圖 5-1，多數同學

與老師的回應良好，且不會擔心夾到頭髮或是重量不平均等問題。 

圖 5-1 視力矯正神器俯拍照 

（二）探討安裝與製作步驟 

其製作過程共三步驟，分別為：（1）將髪箍安裝於頭頂上

方，並參考圖 5-2 閱讀姿勢，針對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各取

數名學生進行超音波感測器安裝與量測，再者針對不良坐姿進行

感測器安裝與量測，確保視力矯正神器上超音波模組可以有效地

進行偵測與辨析使用情境。（2）針對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中左右撇子，量測光敏電阻合適的安裝位置，確保順利接收光照

度數值。（3）將 9V 電池分別安裝於後方、左方與前方，針對

使用者給予回饋，最後決定放置於左方如圖 5-3，並將 Arduino

與麵包等線路安裝於後方如圖 5-4，可使頭戴裝置配戴較為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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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正確與錯誤坐姿示意圖 

 

圖 5-3 9V 電池安裝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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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Arduino 與麵包板等線路安裝圖 

四、探討超音波感測器精度與準度，並確保 App 數據更新頻率狀況 

（一）確保超音波感測器精度與準度 

為確保超音波感測器數據偵測功能，我們將障礙物擺分別擺放於

視力矯正神器前方，並搭配直尺進行距離的量測，並觀察電腦上方的

Arduino IDE 之監控視窗，來確認數據資料，用以了解感測器讀取數

值與實際量尺的數值差異性，實驗示意圖如圖 5-5。 

 

圖 5-5 Arduino IDE 超音波感測器精度與準度實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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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 Arduino 超音波感測器具有一定的精度與準度，因此實驗

過程搭配捲尺，以每 5 公分進行距離量測，皆量測三次，藉此測量出

感測距離與量尺之間的誤差值，相關實驗記錄彙整如下表 5-4。 

Arduino 超音波數據 

5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6 公分 5 公分 5 公分 

10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1 公分 12 公分 06 公分 

15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5 公分 16 公分 15 公分 

20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9 公分 20 公分 20 公分 

25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24 公分 25 公分 25 公分 

30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31 公分 32 公分 31 公分 

35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39 公分 40 公分 38 公分 

40 公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42 公分 45 公分 45 公分 

表 5-4Arduino 超音波模組數據 

從上述的實驗可以觀察到超音波模組感測出來的數據，前 30 公

分的數值較為精準，而到 35 公分後其誤差值會多增加約 5 公分。我

們從程式上進行校正，透過程式碼利用 CM 的變數作為存取超音波感

測器出來的數值，並將其數值多增加 5 公分，因此，當感測出來的數



21 

 

值（CM）為 40 公分時，其真正距離為 35 公分，而小於 40 公分皆減

少 5 公分，這樣就能夠確保實際 35 公分前都為正確數值，而到 35 公

分後，即不需要透過程式碼扣除 5 公分的設定值，即可確保數值無誤

差，其詳細程式碼如圖 5-6。 

 

圖 5-6 超音波感測器校正程式碼圖 

（二）確保 App 數據更新頻率狀況 

由於此次共有三筆資料，於 App 上方我們測試 Clock 元件，

進行 Timer 事件之實驗（Timerlnterval），以確保 App 上方數據

與 Arduino 上方的數據相同，實驗結果如下表 5-5。 

TimerInterval 數值設定（毫秒） 延遲狀況 

400 稍顯延遲 

300 些許延遲 

200 無延遲 

150 時有時無顯示 

100 無法顯示 

50 無法顯示 

表 5-5 App 數據更新與參數設定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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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實驗中可以發現，App 上方更新數值越低與裝置

間數據的延遲狀況就會下降，但當秒數調整過低時，則會發生異

常，其推測原因為 App 上方更新速度過快，而裝置數據上更新

頻率不夠快，導致存取上出現異常，使裝置上方數據無法與 App

更新速率一致甚至是無法顯示事件發生。 

五、於學校內不同場域進行數據測試，以及針對低、中、高三個年級身高進行數

據彙整。 

首先，由於不同年級身高不同，其課桌椅高度與其坐姿距離也會影響到

距離的判斷，因此我們分別針對低、中、高三個年級，量測其椅子的高度，

量測的方法如圖 5-7，其結果如下表 5-6。 

  

圖 5-7 桌椅量測方法 

 椅子平均高（cm） 桌子平均高（cm） 

低年級 32 60 

中年級 38 69 

高年級 41 75 

表 5-6 桌椅平均高度 

再來，由於身高的不同也會影醒到使用者與椅子及桌子之間閱讀的距離，

因此我們也針對不同年級身高進行調查，其調查結果如下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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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身高（cm） 

低年級 

(一、二年級) 
121.79 

中年級 

(三、四年級) 
133.73 

高年級 

(五、六年級) 
146.49 

表 5-7 低、中、高平均身高調查結果 

最後，有了低、中、高三個年級的平均身高與桌椅高度後，我們隨機抽

取幾位符合平均身高之學生，並提供其調查出來的平均高度之桌椅，請三個

不同階段年級的學生示範正確的閱讀姿勢，量測其閱讀距離後，請學生示範

錯誤的坐姿，如下表 5-8。 

說明 示意圖 

駝背閱讀姿勢 

 

撐頭閱讀姿勢 

 

趴坐閱讀姿勢 

 

表 5-8 錯誤姿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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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捲尺量測學生眼睛至書本上特定位置之注視距離，並將其數據後記

錄下來，用以紀錄出錯誤的姿勢與發生次數如表 5-9，而這些錯誤的姿勢不

但影響到我們的視力，也連帶影響到骨骼發育。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正確閱讀姿勢距離 36 38 40 

駝背閱讀姿勢距離 19 27 28 

趴坐閱讀姿勢距離 17 18 21 

撐頭閱讀姿勢距離 27 30 22 

表 5-9 低、中、高閱讀姿勢距離（單位：CM） 

六、探討震動與蜂鳴器元件警示之關聯性。 

從同學上課與讀書情形，可以發現錯誤的閱讀姿勢時常發生，如駝背姿

勢與撐頭姿勢，而這樣的錯誤姿勢也使學生容易產生閱讀距離過近問題，因

此將錯誤姿勢擺為首要解決的問題上，將這個情境的震動時間最久且間隔最

短；將錯誤的閱讀距離，視為次要解決的問題上，將此情境的震動時間相較

短且間隔較長；而針對閱讀時間到時，將震動時間最短且間隔最長，並啟動

蜂鳴器播放音效，提醒使用者。 

七、探討光敏電阻數據的精度與準度，並確保 App 上方數據頻率更新 

此實驗為了要確保 Arduino 讀取光敏電阻數值準確，我們選定一間教室

符合視力保健六大範疇推動策略中照度不能低於 500LUX 之合格教室，從早

到晚測量其亮度數據，整理的資料如下圖 5-8。 

 

圖 5-8 Arduino 光敏電阻數據測量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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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數據中可以觀察到，量測出來的數值差異度不大，代表室外光

線（陽光）等因素較不會影響到室內的光源數值，一天下來的平均值約為

43，因此我們將數值設定為 43，當感測亮度大於 43 時提醒使用者需要注

意光源。 

八、將 IoT 物聯網平台設計於 App 上方，以利實現 IoT 於 App 上方應用 

為確保視力矯正神器能夠提供正確的低、中、高三個年級設定數值，因

此須先需先透過 App 進行低、中、高年級的設定，才能啟動視力矯正神器，

透過 case 98、99、100 來分別設定低、中、高，此外閱讀距離、時間與錯誤

姿勢等數據資料，如圖 5-9，除了儲存於裝置上方外，我們透過 IoT 物聯網

架構將其建立於 App 上方，如圖 5-10，而 App 上方可以儲存相關數據資料，

並透過清單能夠快速閱讀資訊，以利醫療人員進行後續追蹤與治療，如圖

5-11。 

 

圖 5-9App 低、中、高三個年級之設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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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IoT 架構 App 介面圖 

 

圖 5-11App 資料儲存圖 

 

陸、討論 

一、如何確認裝置能有效避免近視問題加深？我們的做法是請有近視的同學先

至醫院檢查視力狀況，再透過我們的裝置進行視力的追蹤，並將 App 資

料分享給醫生，進行穩定性追蹤與治療，為確保不同人操作檢測器狀況因

素，同時也找低、中、高三個年級學生進行操作。 

二、量測過程中，安裝於頭上位置是否與眼睛平行極為重要，因此每次配戴 

時要先確保髮箍與眉毛貼齊，才能使上方感測器能於相對位置上方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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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資料上傳到 App 平台與檢測是很重大的突破點，最開始我們以為能夠 

用現有的網站與 App 平台將所有資料發包上去，但發現要不是平台不能 

接受 Arduino 本身的格式資料，就是無法一次整合 Arduino 上方所有資料，

因此我們透過App Inventor2與藍芽晶片等協定方式將資料上傳於App上方，

未來會希望透過 App 將資料上傳於 ThingSpeak 平台上方，再透過 Google

協作平台將所有資料上架上去。 

四、視力矯正神器是否有其使用上限制？當然是有的，首先是場域受到限制， 

由於我們是採用學校桌椅進行量測，因此受限於桌椅高度，倘若家中的 

桌椅高度是能夠調整，或是桌子與椅子高度與學校不同時，其偵測的效 

益就不會這麼高，以及我們是採取平均身高進行量測，因此當身高值低 

於該年級平均值，較無法準確偵測錯誤姿勢。 

 

再者，由於裝置與 App 是透過藍芽傳輸資料，因此裝置與顯示資訊

之手機或平板距離受限制。因此我們將透過網路方式與 App 之間再進行

連結，以解決即時資訊因距離而受限的問題，家長或醫療人員可透過掃描

QR code 的方式來連結視力矯正神器的網站，透過網站即可收到裝置與

App 的即時資訊(如圖 5-12)，打破藍芽傳輸受距離之限制，即使在遠方也

能隨時掌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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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視力矯正神器網站 

 

柒、結論 

一、仿間避免近視的方法，多半需要靠手術或是侵入性治療的方式進行，對

身體有一定的傷害與麻煩，並需擔憂其後遺症的發作，若不靠藥物與侵

入性治療，需要自行維持良好的閱讀習慣與自行注意光線的狀態，其誤

差大、且穩定性與正確性屬實不高。 

二、我們從起初的髮箍裝置發想，透過安裝與實測過程中才發現有許多限制，

利用感測器量測需要注意使用者配戴狀況，也要有效的進行感測器校正

與測試，此外發現視力矯正神器製作上有一定的難度，歷經了許多的研

究，才成功將資料上傳上去，並完成了操作、閱讀與自動偵測運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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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2823 

此作品設計了頭戴式裝置，監控受試者的閱讀距離，並具備即時震動

提醒的功能，以提醒受試者的注意用眼距離，數據可上傳雲端便於整

合。但造成視力的客觀條件很多，包含閱讀時的燈光環境...等，此

作品的設計可協助用眼距離的提醒，若能將設計加入其它可能造成近

視的因素考慮，將更切合視力矯正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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