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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一直在進步，現今網路速度已經不能同日而喻，網路線上學習已經廣泛應用於各學術領域及職場訓

練，但是至今卻鮮少人探討，如何在網路上提供一個可操作儀器的網路合作式實習環境。 本研究是以網路合作式學習為主

，創新開發出一套具電路量測功能之3D合作式學習系統設計，系統總共結合了虛擬實境、Embedded RS-232 Module、遠

端控制參數傳遞、數位三用電表量測等技術，提供教學者或學習者，實際透過虛擬實境和網路來進行合作式之電路量測，

如電阻、電壓、電流值及二極體等各項電路參數的量測。 為了使數位電表具有通訊功能，本研究以嵌入式系統技術開

發Embedded RS-232 Module，使一般低價位之數位電表亦具有高價位電表才有的串列通訊功能；該嵌入式模組具有4個8Bit

的信號擷取/輸出I/O Ports及RS232的信號傳遞的功能，藉此不僅可提供學習成員合作式操作數位電表的功能，亦可有效提

升學習興趣與效率。 關鍵詞：虛擬實境、合作式學習、嵌入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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