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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數位學習系統在學習者完成線上學習後，常提供線上測驗功能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基本上，此種傳統式的學習評量

機制是屬於一種被動的、消極的評量機制，學習系統不僅無法提供一即時性的學習預警機制以供老師或學習者儘早發現學

習問題(包含因學習時段不佳或身體或心理等因素所造成的「人到心不到」的學習狀況)，事後的考試評量機制亦無法客觀

評量一線上學習系統所能提供學習的有效性。本研究論文擬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觀點，透過腦波感測器擷取學習者在進行學

習時之腦波訊號，進行腦波學習能量分析，並藉由2010年王智弘所訂定之學習能量指標值(Learning Energy Index，LEI)，

開發一具腦波學習能量自動分析器的格網學習系統。系統不僅提供教師透過腦波學習能量自動分析器即時觀察學生在進行

線上學習時的身心狀態，系統並整合Improved Ganglia Agent格網技術，提供分散式教材彈性擴充機制的格網學習系統。未

來若將此腦波學習能量分析元件融入合作式學習環境，系統不僅可提供學習者一即時性的學習預警機制，教師和學習夥伴

亦可近一步了解造成學習者學習障礙之原委，並對相關學習成員提供適時的關懷與鼓勵。

關鍵詞 : 認知神經科學、腦波圖、學習能量指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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