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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腦科學的相關研究與應用，在近幾年內也益發蓬勃發展，我們團

隊於近年來致力於探索腦波技術在教育與健康領域的應用，我們相信，腦波技術的應用不僅

能為學習者提供更加個性化和高效的學習體驗，還能在健康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本文將介

紹我們的研究背景、方法與成果，並展望未來腦波技術在科學教育與心理健康中的廣泛應用

潛力。 

 

二、腦波技術的應用與研究成果分析 

  在我們的研究中，腦波技術扮演了核心角色。腦波是由神經元活動產生的電信號，我們

主要關注五種主要波段的特徵：α波（放鬆狀態）、β波（注意力集中）、θ波（記憶與冥想）、

δ波（深度睡眠）和γ波（高階認知）。透過使用 NeuroSky 等設備，我們能夠精確測量並分

析學習者的腦波變化，並結合快速傅立葉變換（FFT）技術，獲得大腦活動的詳細數據。 

  隨著代的進步人們的生活品質逐漸提昇，但伴隨而來的是工作壓力以及生活的快步調，

進而產生許多身心疾病，其中又以失眠狀況最為常見，失眠儼然已成為現代人嚴重的健康問

題，因此，了解失眠患者的生理差異，將可以協助失眠症狀的緩解。 

  本研究團隊透過一個簡單且精準的腦波量測儀器與匹茲堡睡眠品質量表，進行互相驗證

比對，進行腦波量測，量測結果發現一種可靠的睡眠品質數據，為幫助想要隨時了解自身睡

眠品質狀況且又不想耗費大量時間到醫院做睡眠品質偵測的使用者提供一個可信任的數據供

醫生為病患做診斷時的一項參考數據。 

  疲勞駕駛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許多職業駕駛員可能需要一個疲

倦檢測系統在自己疲倦時警示自己，或者客運公司也可能需要給司機一個疲倦檢測系統來提

昇交通之安全性。對於駕駛者，不論是因為睡眠時間不足、睡眠品質不佳或者是長時間的駕

駛，都需要一個疲倦檢測系統來避免意外發生。  

  因此探討如何利用腦波來檢測駕駛者的疲倦，藉由分析駕駛者的腦波訊號來判斷駕駛是

否疲倦；透過深度學習預測模型，本團隊成功研發出準度極佳的情緒演算法，其分類包括，

疲勞度、壓力、睡眠品質。 

  另外，我們團隊也在 2020年發表的文章(Liao et al., 2020)中探討了一種利用腦電波（EEG）

結合深度學習模型來預測使用虛擬實境（VR）設備可能引發的運動病（motion sickness）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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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傳統的運動暈眩測量方式，如問卷，通常只能在症狀出現後進行，而我們的研究突破了

這個限制，模擬了事前預測的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使用 Neurosky Mindwave Mobile

頭戴式裝置來記錄用戶的腦電波數據，主要監測α、β、γ、θ和δ五種腦波頻率，該研究

中共有 130名年齡介於 6至 23歲的參與者體驗不同的 VR 場景（如雲霄飛車、太空模擬和划

船）。我們將收集到的數據分為訓練集和測試集，並採用長短期記憶網絡（LSTM）進行深度

學習訓練，以建立預測模型。 

  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模型在多個指標上均優於傳統方法。在雲霄飛車 VR 場景中，我

們的模型達到了 82.83%的準確率，顯著優於支持向量機（SVM）、多層感知器（MLP）和卷

積神經網絡（CNN）等基線模型。此外，我們發現，當預測時間設置為 5 分鐘時，用戶更容

易在暈眩症狀出現之前停止使用 VR 裝置，從而減少不適感。 

  此外，我們團隊在 2019的發表研究中，也探討如何利用腦波訊號分析來評估學習者在大

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OOCs）中的注意力水平。自 2011 年以來，MOOCs 迅速成為廣泛使用

的線上教育模式，但有關腦波與 MOOCs 學習之間關係的研究仍相對稀少，因此引發本團隊

的研究興趣。研究的實驗設計包括讓參與者分別在 MOOCs 系統與傳統課堂環境下進行學習，

並記錄其腦波數據。，研究指標主要涵蓋注意力（Attention）和放鬆指數（Meditation）值，

以評估學習者的專注度及放鬆狀態。 

  結果顯示，使用MOOCs 教學模式的學習者注意力水準顯著高於傳統教學方法的學習者。

同時，MOOCs 還能提供更為放鬆的學習環境，這表明 MOOCs 不僅能提升學習者的專注力，

還能減少學習壓力，提供一種更具彈性與舒適的學習體驗。 

  然而，本研究亦有局限性，例如參與者樣本規模較小，且未進一步探討影響腦波的其他

可能因素。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擴大樣本範圍，並納入更多變數以進一步驗證 MOOCs 的

有效性。同時，隨著腦波測量技術的進步，未來的研究有望提供更精準和多樣化的學習行為

分析工具。這些發展將有助於設計更具個性化和高效的數位學習模式。 

 

三、挑戰與未來應用方向 

  儘管我們的研究展示了腦波技術的巨大潛力，但仍然面臨一些挑戰。例如，如何進一步

提高數據的精確性與穩定性，以及如何在不同應用場景中有效整合腦波與其他生理數據，仍

然是我們團隊持續努力的方向。 

  未來，我們計劃將腦波技術應用於個性化學習系統，根據學習者的即時狀態提供動態調

整的教學方案。此外，我們也期待探索腦波技術在心理健康管理中的應用，例如開發壓力監

測與緩解系統，幫助用戶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管理心理健康，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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