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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俗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隨著少子化時代的來臨，家長對於孩子

的期望愈來愈高，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擠進好的大學，所以每個孩子為了得到好

的成績，常常熬夜讀書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的體力有限，身體對於長時間睡眠不足是無

法負荷的，在睡眠不足的情形下，上課時間時常不小心眼皮就閉了起來，所以不小心睡

著的結果，但是卻錯過老師所講的重點，為了讓辛苦的學生能在上課時間更專注，而透

過這個裝置作為輔助，以提醒學生求學時要認真的學習。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透個裝置主要是針對在學生或是對於讀書定力比較不足者，在你需要專心聽課時，

能利用本裝置，適當的提醒你開始學習課業，而本系統採用的做法，則是系統感測投頭

部傾角，去做判斷為是否在睡覺，如果確定為睡著，會利用震動的方式叫醒配戴者。 

 

貳、正文 

 

一、系統架構 

 

由(圖一)所示。以 Arduino nano 作為我們配戴者感測處理器，收集頭部數據以及手

部數據去做判斷，系統做出受試者是否為睡眠狀態，如果是的話，進一步推動震動馬達

叫醒配戴者，回到原本清醒的狀態，繼續以清醒的精神上課或做其他的事。 

 

 

 

  

 

 

 

 

 

圖一：系統架構方塊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相關知識 

 

    (一)ADXL335 傾斜感測器 

 

三軸加速度的感測器名稱為 ADXL335 外表如(圖二)，而三軸呢，主要是依照感測器     

的左右、上下、前後為三軸，如(圖三)，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他是直接輸出電壓如，翻轉時

會根據傾斜角度而有不同的電壓值輸出，Arduino 的 analog 腳位可以直接測量類比電壓

值，和 ADXL345 比起來可以免去打很多複雜的程式。 

   

 



別再繼續睡了，上課體力管理裝置 

2  

輸出的方式是由三個輸出分別拉出來，約給 1.2V~2.1V 的區間，平放時電壓約落在

1.7V，電壓輸出會由三條線拉出如(圖四)，但如果只需要兩個軸的數據，可直接拉兩條另

外一支空接並不會影響其他兩隻。 

   

 

 

 

    

 

 

圖二：ADXL335 外觀圖 

(圖二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三：感測器所定義的三軸              圖四：翻轉時會有三軸的數據 

      (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四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震動馬達 

 

如(圖四)，其實它的功能就像是一般我們常見的手機震動馬達，他是用偏軸的原理如

(圖五)，造成馬達高速轉動時離心力所產生的振動，小型的電流不需要太大即可有明顯的

震動，故直接接至 Arduino 板上即可。 

 

 

 

 

 

 

 

 

           圖四：震動馬達                   圖五：震動馬達內部構造 

       (圖四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五來源：http://www.twwiki.com/wiki/) 

 

    (三)微控制器 

 

 這次採用的為 Arudino 的 nano 板(圖六)，Arduino 模式優於 8051 的地方是晶片體積

較小，網路或一般通路買到的即可使用，不同於 8051 大部分是販售晶片主體，想要皆使

用還需要多加一些周邊電路，使用起來較為不方便。價格方面Arduino價格會稍微高一些，

但是Arduino在 IDE及硬體功能方面我認為是勝於 8051晶片的，除了撰寫程式簡單許多，

在晶片本身功能也多上許多，讓使用者用起來方便省時。 

 

 

http://www.twwiki.com/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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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Arduino nano 板 

(圖六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四)震動開關 

 

雖然說頭部傾斜就有可能在睡覺，但是如果是抄筆記呢？當在抄筆記時，頭部通常

也會朝下。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特別在手部裝設了一顆震度開關，如(圖七)，來

補足只有頭部判斷的缺點。 

 

 

 

 

 

 

 

 

 

圖七：震動開關 

(圖七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三、功能測試 

 

    (一)系統流程圖 

 

如(圖八)，為 Arduino 內部系統流程圖，在一開始按下啟動鍵之後會將計數器啟動，

並計十一節課五十分鐘的時間，並在時間內進行頭部測試及手部測試。若頭部感測器判

定為睡覺時會開始計時五秒鐘，同時去判定手部感測器是否符合睡覺的情形，若為低頭

但手部正在動作，則將五秒計數器歸零，啟動判定迴圈，重複計時與判定。若兩者都符

合睡覺條件且時間到達了五秒會開啟振動馬達，並將計數器加上一。在系統動作同時會

去判定主計時器是否到達五十分鐘。五十分鐘到達，即停止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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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手部震動開關示意圖 

(圖八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電路圖 

 

如(圖九)，這個裝置最主要是重力感測器和傾斜開關，是負責感測判定的主要元件，

判定「睡著」或「沒睡著」，若為睡著模式，即推動振動馬達及 LED 燈，LED 燈也可以

換成無源蜂鳴器或其他可以叫醒你的元件或裝置。 

 

 

 

 

 

  

 

 

 

 

 

 

 

 

 

圖九：Arduino 接線 

(圖九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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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睡眠偵測 

   

經過觀察，上課可以睡著的姿勢千奇百怪如(圖十)、 (圖十一)，但大部分有一個共

通點是：「頭的角度都會有傾斜的情況」。把握這個重點，在額頭附近裝設一顆“傾斜

感測器”，偵測頭部傾斜的角度回系統判定。 

 

 

 

 

 

 

 

 

 

  

 

          圖十：頭前傾的睡覺姿勢                 圖十一：頭往右傾的睡覺姿勢 

         (圖十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十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四)裝置功能測試 

 

成品圖的手部部分如(圖十二)為麵包測試圖，左邊感測器由上而下為 XYZ 感測器、

扁形振動馬達、震動開關。 我們將線拉到手部(圖十三)、(圖十四)、(圖十五)、(圖十六)

做為震動開關和振動馬達的接線，和頭部 XYZ 感測器的接線，頭部感測器的部分，可以

向圖片一樣用頭帶或是用夾子固定在眼鏡上。 

 

全部組裝外觀如(圖十七)、(圖十八)。收集手部和頭部的參數去做有無睡著的判斷，

如果判定配戴者為睡著的狀態，啟動震動馬達，去叫醒配戴者。 

 

 

 

 

 

 

 

 

 

 

 

圖十二：Arduino 與感測器測試 

(圖十二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別再繼續睡了，上課體力管理裝置 

6  

 

 

 

 

 

 

 

 

 

 

     圖十三：手部震動開關示意圖               圖十四：手部震動開關實照 

    (圖十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十四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十五：手部震動開關以及震動馬達示意     圖十六：手部震動開關以及震動馬達實照 

    (圖十五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十六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圖十七：頭部感測器及手部示意圖           圖十八：頭部感測器及手部實體圖 

    (圖十七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十八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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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研究心得 

 

  在製作小論文才發現，即使有了完整的架構，但是要做到跟自己想要的功能相似，光

有構想是不夠的，還要將每一個環節做實驗及細部修改才能漸漸有了雛形。 

 

  另外還有發現要將我們實習課所學的片段組成一個完整的東西，真的和想像中的完全

不一樣，也許這些片段都可以用，但是一旦串起來，反而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資料

傳不出去，變數沒辦法改變……等，並不是像我們腦袋裡所構想的如此簡單順利，而經過

這次小論文，讓我學到很多，面對問題，錯誤處裡，改變想法，這些都是我們從來沒有想

到或是教過的事情，真的讓我成熟不少。 

 

  二、發現問題與解決的方法  

 

問題一  ：因應不同人不同習慣而設定頭部傾斜角度的範圍。 

  

解決方法：因為很多人即使在清醒時也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因此我們找了很多人來做測

試，調整到最符合的角度設定。 

 

問題二  ：震動開關及馬達的方向及位置。 

 

解決方法：找同學實際測試震動開關在一些角度用起來會很靈敏，震動馬達則是選擇感覺

比較敏感的手部，若還是不夠的話可以增加至兩個效果會更好。 

 

  三、未來展望 

 

  及時把人叫醒，其實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每個人睡眠時間。

然而讓身體獲得充足的睡眠是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辦法，希望未來可以結合睡眠品質偵

測系統，將上課打瞌睡的次數及時間作為樣本，並將晚上的睡眠時間以及睡眠品質作為基

準，去算出個人睡眠周期，建議每個人睡眠時間，並去觀察配戴者的睡眠是否符合，達成

個人睡眠管理的小幫手，在課業和身體健康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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