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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研究緣起 

夢想啟蒙於日常生活 

「無線網路」廣泛地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走到

哪裡都充滿了無線網路的應用，無論是便利商店還是捷運站。我們的生活已經和無線

網路密不可分，它為我們的生活機能帶來許多方便，不論是導航還是尋找聚餐的好地

點；或是打發時間的遊戲，還是關心朋友的近況，都離不開無線網路。 

然而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對無線網路的興趣，比一般人更強烈、更深入，不只是單純的

應用，而是擴展無線網路與生活多面向的連結，張志勇在「嵌入式系統」和「物聯網

概論」有著更多的研究發展和實際應用。 

對張志勇來說無線網路帶給他一個新的領域，由於對無線網路的研究，隨著智慧生活

的發展，他說到：「隨著網路的多元，智慧型手機和電腦的進步，在網路的硬體和軟

體方面也不斷提升。」 

「無線網路」這個課程吸引了學生做專題的想法，它不但能學習理論還能實際操作。

張志勇舉了多項例子介紹，像是手機的光感測，在我們接聽電話時，可以偵測出不需

要亮度，將手機螢幕關暗，省下不必要的浪費。還有NFC的應用，讓手機可以藉著接

觸的動作，執行各項設定及工作；加上畫面轉動和搖動等等反應，都是藉由無線感測

的應用產生。 

研究主軸 

無線感測網路、嵌入式系統及物聯網概論 

張志勇主要研究主題包含三部分： 

「無線感測網路」： 

將感測器裝在需要的裝置上，設定好指令，裝置接收到跟指令相同的動作時，將會開

始運作。 

「嵌入式系統」： 

將體積縮小，放入所需的特定產品中，執行所定義的特殊任務。 

「物聯網概論」： 

將多項物件由一個巨大的網路組合而成，運用「無線感測網路」為基礎進行。 

張志勇表示：「時代的變化，讓學生更加注重實作的應用，讓無線感測網路和物聯網

概論可以給學生有好的發揮。」近年來張志勇帶領學生做專題，藉由基礎的教學，引



導出學生的興趣，產生成就感，讓學生能應用所學，加上學校課程的安排及產業界的

配合和推動，讓專題有更多的成長。 

在本校的開放式課程（OWC）中，他也成為了第1位使用網路平臺開設課程的教師。張

志勇把物聯網概論，用基礎的方式，藉由網路的傳達給對物聯網有興趣的人，他表示

：「這項工作可以讓更多人瞭解物聯網，並不會覺得太困難，而缺乏學習的動力。」

透過他的示範，也讓更多校內的教師有嘗試開放式課程的想法。 

研究歷程 

不斷地修正與檢測 

張志勇的研究隨著時代在變化，無時無刻都有新的發現，必須不斷的修正與檢測，處

在變動的環境下，沒有任何東西是絕對的，對他來說是研究過程中最困難也是最有趣

的地方。 

近年大都專注於帶領學生做專題研究的張志勇，回想起這段研究歷程，有感動的時刻

也有有趣的時刻，在專題的研究中，能夠和學生彼此成長，激發出無限的創意，也能

藉由學生的成長，從中體會教書的樂趣。 

其中一次專題，是和臺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系合作，以「無線感測蘑菇總動員－真菌

人文樹道」，那次的作品應用了嵌入式系統還有無線感測等多項技術，使得產品能在

不同的環境且場合下，都能使用，並且還會播放出不同的音樂，這個專題也在第11屆

旺宏金矽獎，獲旺宏金矽獎應用組銅獎，張志勇表示：「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 

還有一次是和友旺科技公司的合作案，那一次友旺董事長也是淡江校友歐陽自坤，親

自到活動現場，觀看學生們的努力，並且由自身經歷，用一個個的小故事，和同學們

分享，張志勇說：「這些小故事激勵學生們可以更努力的去追求夢想。」 

研究成果 

物聯網的應用 

張志勇在無線網路的基礎下，結合入嵌入式系統的專業，形成一個物聯網的應用。他

說到：「這些東西像是一個階梯般，一層一層的向上，將所學習到的知識，組合而成

，往更精深的地方邁進。」能夠藉由學習無線網路延伸出更多有趣的東西，不但將學

習範圍增廣，也增加內容的深度。 

他帶領學生們製作專題多年，他們的成果屢次受到業界的重視，和多家企業合作，並

且多次的刊登在IEEE Trans. 或 ACM Trans.的知名國際期刊中，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與歡迎，這也讓張志勇將學習應用在實作的想法，更加落實。 

他對物聯網研究的努力，受到教育部的肯定，張志勇成為教育部指派為編輯物聯網概

論主要教科書的其中幾位教授，教育部規定，全國教授物聯網概論的老師，課程內容



必須有50%以上來自他們所編撰的教科書，為全國學習物聯網的學生們提供一個基準

，讓他們能學習到正確的新知。 

未來展望與契機 

「落實」是張志勇的研究動力，他將研究產物，落實在我們的生活周遭，他期望未來

能將和學生們共同努力研究的產品，廣泛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訪問進入尾聲時，張志勇語重心長地對記者表示：「老人照護，是我們現在必須注重

的課題。」隨者世界人口不斷的老化，加上少子化的現象，我們必須要更加注重老人

安養和照護的問題，像是能夠提醒老人家吃藥的機器，或是能確定獨居老人的身體狀

況和運動情況等等相關產品。這些都需要運用到無線感測網路和嵌入式系統，而這些

研究就是他正積極努力持續下去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