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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閱讀眼動模式測量的開發與應用之研究 

 

摘要 

 

眼動模式跟閱讀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而眼動模式的測量工具尚缺，因此本

研究希望透過計畫開發具有幫助學生學習成長的眼動測量工具，量測數位閱讀的

過程中，學生的眼動模式，收集並分析其眼動的模式，期待瞭解其數位閱讀理解

內容的眼動模式。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大專院校之大學部工程相關科系學生，在系統建置完成

之際，著手量測學生的數位閱讀模式，並藉由所得數據，分析學生數位閱讀的閱

讀焦點路徑模式，眼跳距離模式，瞳孔變化模式等等。期望藉此能理解學生進行

數位閱讀與理解之間的關係。根據文獻所述，人在認知改變的時候，心理會影響

生理變化，例如目前國內中央刑事局利用瞳位追蹤器來進行犯人的測謊行為，因

為人的瞳孔變化屬於非本能控制的生理反射，以致於本研究是假設，學生在閱讀

到理解閱讀內容之間，存在著一頓悟的現象，並希望藉由閱讀的瞳孔變化來證實

學生在理解的同時，其心理認知基模改變的同時，會影響到生理瞳孔的細微變

化。而證實理解與瞳孔變化之後，更可以利用此一變化模式，來測量學生對於所

閱讀的內容是否理解，相互佐證。目前國內相關系統研發尚缺乏，國外進口瞳位

追蹤儀器亦相當昂貴，非一般研究所能負擔，本研究期待以可行的範圍之內，測

量學生的數位閱讀相關數據，並為後續相關研究基礎。 

 

關鍵字：眼動、數位閱讀、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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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研究背景 

    閱讀可以說是學習的入口，很多知識的獲得必須透過閱讀的動作來達成，從

各國的閱讀政策來看，英國政府曾把 1998 年 9 月到 1999 年 8 月定爲閱讀年；日

本政府也曾將 2000 年定爲『兒童閱讀年』；美國政府自 1995 年再度提倡學童讀

寫運動以來，陸續提出了『美國閱讀挑戰』、『卓越閱讀方案』、『閱讀高峰會』等

計劃並推動實施，可見各國閱讀對於學習的重要性相當重視。此外，閱讀人口也

逐漸朝向網路化移動，Tom.com 併購了商業周刊、尖端出版、電腦家庭與城邦集

團；美國國家地理雜誌也與 American On-line 合併了；號稱台灣歷史最悠久的

科學雜誌牛頓也在數年前在網路上成立了 Newton on-line。科學人雜誌的網路

訂閱客戶與文本訂閱客戶人數上已經呈現相近的情形。由此可見閱讀的人口版圖

有逐漸朝向網路閱讀移動的趨勢。 

從學習者閱讀的習慣上來看，發現目前國內學生因為在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網

路已經是學習不可或缺的工具，學生上網後，使用MSN或ICQ聊天、玩線上遊戲的

時間居多，閱讀的文體也多以論壇、電子報等居多，往往進行速食式的『淺閱讀』。

國內外許多研究顯示，眼動模式跟閱讀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而眼動模式的測量

工具尚缺，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計畫開發具有幫助學生學習成長的眼動測量工

具，量測數位閱讀的過程中，學生的眼動模式，收集並分析其眼動的模式，瞭解

其數位閱讀理解內容的眼動模式。 

 

Ⅱ.相關研究 

近年來，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與網際網路的普及，電腦在人們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日益廣泛，從基本的資料處理到上網獲得資訊與學習，電腦已成為人與人

之間的一種重要溝通管道，因此各種新穎的人機介面（Human - machine 

Interface）應運而生，無非是想讓人與電腦之間的操作與控制能夠更加靈活方

便，更加符合人性，相關的產品技術有語音控制、手寫輸入等，讓人們在鍵盤與

滑鼠等傳統介面之外有其他更便利的選擇，此外，目前國內外正積極開發一種利

用眼球活動來控制電腦的介面，一般稱為「瞳位追蹤系統」(Eye-tracking System)

或「視動滑鼠」(Eye-mouse)，它結合了眼球追蹤的技術，配合相關的軟硬體設

備，我們就能夠利用眼睛的各種活動來當做控制輸入，而不需要再假借雙手，這

種新的人機介面可以解決現實生活中常發生的一些狀況，例如我們常常覺得雙手

不夠用，需要其他的輔具來幫助我們做瞄準或輸入指令時，瞳位追蹤系統便能發

生它的功效，達到視覺控制的效果。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就有眼球運動紀錄的相關實驗，研究者是利用麻醉藥麻

醉眼球角膜後，在角膜上放置一小塊玻璃或金屬板，當眼球轉動帶動玻璃或金屬

板移動時，會傳輸轉動信號至記錄裝置，如同眼球有一個小鏡子般，以此記錄眼

球的運動，但是這種實驗對受測者會有傷害，因此之後的研究者開始使用攝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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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來減輕實驗者的負擔。二十世紀後，Young與Sheena等人開始利用眼睛的各

種特性來記錄眼球運動的方式，如電的特性、眼睛形狀、光的特性或直接接觸眼

球的方式等，時至今日，科學的進步使得追蹤眼球運動的技術更加多元化，但無

論所採用的技術為何，一個理想的眼球追蹤系統應包含如下的特點： 

1.系統必須能夠提供使用者無障礙的視野。 

2.系統不與受測者接觸（非接觸式量測）。 

3.系統（如果需要）必須能夠取得穩定與良好的眼球或臉部影像。 

4.系統必須具有高準確度，準確度受限於非線性、扭曲、雜訊與延遲等誤差。 

5.系統必須具有高解析度以量測微小的眼球運動，解析度受限於設備的雜訊。 

6.系統必須具有大的動態量測範圍。 

7.系統必須具有良好的步階響應，即具有良好的增益與小的相角偏移。 

8.系統的響應必須是即時的。 

9.系統必須能夠計算三維的眼球轉動，而對眼睛的平移不靈敏。 

10.系統必須能夠適用於不同的受測者與環境。 

 

Ⅲ.研究設計 

數位閱讀眼動模式測量系統供分四大次系統（1）瞳位追蹤器、（2）網頁(教

學)設計、（3）教材設計及實驗規劃及（4）受測人員分類設計。研究流程如圖二

所示。（1）瞳位追蹤器又稱雙眼動態軌跡記錄系統，透過間接式打光裝置與可調

角度式 CCD 攝影機，擷取使用者的雙眼眼球影像提供電腦分析，雙眼監控記錄

系統可即時計算出眼球中心位置，記錄眼球活動座標、移動軌跡等眼球資訊，並

透過四分割畫面同步監控眼球動作和分析數據。此系統應具備以下四大特色：（a）

雙眼瞳位追蹤器（b）可調整式取像裝置（c）避免光源直射眼睛及（d）眼睛記

錄專用系統。首先建構出單眼影像之眼睛動態座標轉換系統，能將眼睛移動的方

位映射至螢幕上的空間，當雙眼影像以及頭部影像分別透過 CCD 攝影機擷取至

畫面上，我們必須對影像分別進行運算與判斷，計算出瞳位中心座標，雙眼部分

透過注視畫面上校正點之校正程序，並進行座標轉換，可將視線落點對應至螢幕

上相對應之位置；頭部動作則透過頭部動態追蹤原理可得到頭部中心座標，進行

座標轉換，可將頭部轉動之方向轉換成畫面上之位移，進而操控系統之游標動

作。系統之操作流程圖如圖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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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畫面校正點校正 進行畫面校正點校正

 

 

 

 

 

 

 

 

 

 

 

 

 

圖一：系統操作流程圖 

根據所測得的資料進行受測數據分析，可以將受測者進行分類，如圖二所

示，數位閱讀是否能增加對教材內容的李解釋本研究所欲達到的目的之一，故受

測者可以分為可以增進閱讀理解與非增加閱讀理解二類，針對可以增進閱讀理解

的人員資料進行模式建立，並對非增進閱讀理解的受測者進行閱讀模式的訓練改

善，試圖透過其閱讀模式的改變，加以證明本研究所建立的數位閱讀模式的校

度。並循環測試已建立最佳閱讀模式。 

 

 

校正是否正確？ 校正是否正確？

座標轉換 座標轉換

螢幕上之相對座標 螢幕上之相對座標

雙眼軌跡記錄系統瞳位追蹤系統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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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閱讀受測人員 

焦點瞳孔變化 閱讀焦點路徑模式 閱讀焦點跳動模式

非增進閱讀人員 增進閱讀理解人員

改進閱讀模式 

建立最佳化閱讀模式

 

圖二：資料分析圖 

Ⅳ.結論 

本研究工具因尚在開發階段，亦申請國科會經費補助，研究的相關資料正在

收集中，礙於篇幅所限，以致於在本研討會中主要在於分享此一研究概念，並期

待各界能給予相關的研究建議，待研究數據收集完畢，爾後更進一步針對所收集

之數據加以分析並做出嚴謹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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