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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點名是學校日常運作中非常頻繁的活動，也耗費極多的紙張與人力，亟需設法改善。本系統以互動式網頁為基礎，開發出教師網路點名與學生網路簽到的電子平台，兼具各種課程相關資訊的查詢與缺曠課統計等功能。目前已在本系試運轉超過一年，近期將致力推廣於全校使用。 關鍵字：網路、點名、簽到 
 

Abstract 
 

The roll call is a very frequent daily activity in 

college. It consumes very much paper and 

human power which should be cut down for 

saving resource. The system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is a web-based electronic platform both 

for roll call by the teachers and sign in by the 

students. It also includes many functions about 

the curriculum and absence information. It has 

been tested on-line for more than one year in 

our department and soon will be applied to the 

whol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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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校務系統的網路化已是大專校園的基礎建設之ㄧ，其中最受矚目的是網路選課系統；但以使用次數的頻繁而言，日常的點名活動其實更甚於選課，如果也可以全面網路化，所得之效益將非常可觀。 目前的點名單必須使用大量紙張，但每張只用於勾選少數缺席同學，甚至完全空白即告報銷；勾選完後仍需以人工輸入電腦耗費資源甚鉅；另一方面，點名時的一一唱名也很耗時，間接導致老師怠於點名，令點名的效果大減。如能引入網路平台，使得點名單

無紙化，學生也可以自行簽到，無須冗長的唱名，必能大幅節省資源提昇效率，應為值得嘗試研發的方向。 網路化點名最大的限制是一般教室未必都有完善的電腦與網路環境，如果只能在電腦教室使用，整體效益就相當有限。但目前大專院校多已具備無線網路環境，且多數老師也習於攜帶可無線上網的筆記型電腦上課。因此即使不增加額外設備，仍有過半的課程可以直接使用網路點名。在未來手機上網普及之後更可以令學生主動上網簽到。全面網路化點名與簽到的環境已經趨近成熟。 因此現在開發網路點名與簽到系統應為洽當時機，即使不考慮其未來性，在現階段即可達到半數以上課程點名網路化，顯著節省紙張人力成本。 
 

2. 資料架構資料架構資料架構資料架構 點名單的資料來源事實上就是各科目的選課名單。一般來說選課資料會包括：學生的學號、姓名、班級、授課教師、教室與時間等等非常完整的資訊。網路點名所需的資料結構事實上只需在每一筆選課紀錄之後再加上一個紀錄缺曠課的欄位即可。 本系統的缺曠紀錄以每節課一個字元表示，本系課程單一科目最多一次上 3 節課，每學期 18 週，因此每位同學使用一個 54 字元長度的字串表示全學期的缺曠課狀況。譬如第 3週第 2 節曠課將記錄於(3-1)*3+2=8 即第 8個字元。示意圖如下：  

 圖一、缺曠紀錄資料錄結構 



在此資料架構下，其餘所需資料皆可經過程式運算或資料庫搜尋彙整產生。譬如缺曠課統計可由計算缺課的標記字元數產生；教師授課表可以搜尋授課教師欄位產生；班級課表則可匯整開課班級的資訊產生等等。 

 

3. 設計工具與環境設計工具與環境設計工具與環境設計工具與環境 本系統目前使用微軟 Access格式檔案作為資料庫，若無特殊困難也會繼續使用，其考慮因素是日後移轉至一般行政人員管理時可以無痛移交，不需大量的專業訓練，只需熟悉 Office軟體即可進行資料管理。 在網頁設計方面，目前使用微軟的 Visual 

Web Developer 2005 Express 免費開發工具
[1][8] ，搭配之技術為 ASP.NET 2.0[2]與
AJAX 1.0升級工具箱[3]；程式語言方面則以搭配 Visual Basic 為主。日後如無特殊限制，亦將繼續使用此環境。原因是本系使用相同軟體教學，使學生不必在初學時即需購置昂貴軟體；保持此開發環境，學生可以很容易的參與學習，加入新功能的開發與管理，作為專題製作的題材，如簽到系統即為專題製作之成果之ㄧ。 

 

4. 教師點名教師點名教師點名教師點名機制機制機制機制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 教師網路點名的第一個動作是身份的認證，目前以帳號密碼登入方式進行，也可以自行更改密碼，與一般常見網路系統無異。登入成功之後程式將載入此位老師此時段教授的課程點名單，教師可以選擇逐一唱名以滑鼠點選缺課同學，也可以直接匯入學生簽到資料，如下圖所示： 

 圖二、教師點名頁面  

點名之後按下寄交點名單可以寄出電子郵件到系辦公室，讓系辦將此資訊與非網路點名資料匯整；同時也寄出信件給點名教師，若有人冒用點名系統可以立即察覺。 如果只是某一節課的點名，可以只選資料存檔，便不會寄出確認信件。這一部分在系統為全校共同使用之後應可簡化，目前所謂的資料存檔與校務系統資料庫仍為分離狀態，因此系辦仍需依據郵件進行資料輸入到校務系統。 

 

5.學生簽到機制學生簽到機制學生簽到機制學生簽到機制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 目前的簽到機制，學生進入系統後應選擇所在之電腦教室、使用電腦編號以及個人學號，如下圖： 

 圖三、學生網路簽到畫面 學生簽到的身分認證與管制項目包括： 

1. 登入時間：若該時段該教室無課程則拒絕簽到。簽到成功後 50 分鐘(一節課)內有效，逾時自動失效。 

2. 登入位置：檢查 IP 位置與教室 IP 是否相符，不符表示未到課，拒絕簽到。 

3. 登入身分：該教室、該上課時間的科目點名單可自資料庫取得，對照登入學號是否在內，若否則拒絕簽到。 

4. 登入電腦：每部電腦只能有一位簽到者，重複者將只有最後簽到者成功簽入。 

5. 網站記錄：凡是試圖登入者其登入 IP 與時間資訊會完整記錄於網站記錄檔，任何異常簽到過程都可以進行追查。 當然任何的網路系統都可能有一些安全漏洞，網路安全機制的設計仍須持續的觀察研究。 

 

6. 資訊查詢的功能設計資訊查詢的功能設計資訊查詢的功能設計資訊查詢的功能設計 如前所述，選課資料中巨細靡遺，教師、教室、上課時間等無所不包。因此在不需增加資料的前提下，我們使用資料庫搜尋以及程式運算就可以提供非常多的查詢功能，如本系統首頁[4]所示： 



 圖四、系統首頁顯示眾多功能 查詢檢視中除了文字也以程式製作表格化課表，更可一目了然，茲簡介如下： 

1. 科目總表：調閱各課程點名單及教師、教室與上課時間等資訊。 

2. 各班課表：彙整各班課表及教師、教室與上課時間等資訊。 

3. 教室課表：彙整各教室課表及教師、上課班級與時間等資訊。 

4. 老師課表：彙整各教師課表及授課科目、班級與時間等資訊。 

5. 同學課表：可輸入學生學號或姓名，彙整組織該生的課表資訊。 

6. 今天課表：可選擇星期幾顯示當天本系各科上課的課程。 

7. 點名記錄：顯示某課程的詳細點名記錄，以班級→科目的階層式選擇。 

8. 缺課統計：這是各班缺曠課的排行榜，可以讓導師清楚鎖定輔導對象。 以上網頁並採用了 AJAX 機制，使得進行各種選擇時只有網頁中必要的部份進行更新，譬如科目總表選擇不同課程時，只有課程資訊部分更新，選項欄不會隨之閃爍，視覺感受較佳；當然部份更新的機制也帶來了減少網路傳輸量的無形效益[5][7]。 

 

圖五、科目總表 

 圖六、各班課表 

 圖七、教室課表 

 圖八、老師課表 

 圖九、同學課表 



 圖十、今天課表 

 圖十一、點名記錄 

 圖十二、缺課統計 

 

7.現況與展望現況與展望現況與展望現況與展望 本系統目前以本系開設課程的選課資料為基礎，手動切割處理成為 50 多張各科目的
Access 資料表。但近日開發全校性系統的經驗顯示，全校選課紀錄約 4 萬筆，以單一資料表為資料基礎的處理在效能上並無明顯降低，且程式寫作更為簡化。因此，日後本系統資料結構會依此原則簡化，在解析目前校務系統資料結構後應可直接與與選課系統結合，使用同一資料庫使資料一致化。 當然，在全校共同使用的前提下，目前以系為架構之程式頁面必須增加操作介面的層級，由『班級→同學』到『系所→班級→同學』。此外，電腦教室的 IP管控以及教師聯繫資訊(Email)等等，亦須進一步取得全校性資料。但預期並無技術上的困難。 

較值得考量的是使用者的習慣，初期必然使用率偏低，亦不宜於強迫使用引發反感。在與紙筆點名的雙軌運作期間，如何使資料保持即時與一致，必須與主管點名之生活輔導組與學務處相關單位深入溝通合作。 由於近年來使用筆電無線上網已經相當普及，老師即使不在電腦教室亦不難使用此系統；而且估計目前 3G 手機上網發展的趨勢，在一兩年內即可普及化、低價化，屆時即使不使用筆電的課程(如體育)也可以利用上網手機，順利使用本系統。當然簽到的部分也可以研擬適當的管制機制後，開放手機簽到。果能如此，這將是一個 M 化校園的極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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