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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在研究動機為, 提升教學品質及教學績效 ,更深入了解教學方法,翻轉學生專業

程度,促進與產業合作。另一方面可以開設課程兼顧教學品質經校及利於招生宣傳. 本計畫

研究目的為: 提升教學品質及績效,建構新興課程方案, 促進師生相互回饋成效. 實務專題

這兩年實施下來, 很享受與學生的互動, 也無法用成果報告來形容, 至少在獲獎後, 在臉書

寫下心得,或是學生練習寫新聞稿,  這些過程心得用社群方式表現學習成果。在寬頻通訊系

統課程中, PBL 學生學習心得報告, 也看到外系同學渴慕學習現代科技。讓我開了眼界。 

   在本計畫研究問題上, 課程「寬頻通訊系統」: 這一門採取 PBL 教學策略, 採分組即專案

式討論。分成八組, 根據八個情境採取分組討論, 撰寫學習紀錄、組員自互評表. 其目標為

培養學生基本專業知識與能力. 在課程「實務專題」上, 這一門採取教學策略為利用校內外

場域的切換, 與業界教師討論實作過程, 學生透過實地設計製作 達到學習效果. 其目標為

產業應用知識與能力 實務應用. 另一方面, 可以促進師生關係與課程教學模式翻轉, 在實

務專題課程中因為採取師徒制教學, 大部分在研究室、通訊軟體聯絡及業界實驗室測試暨製

作關係較為密切。在寬頻通訊系統課程中, 與其說教學翻轉, 更實際的說老師觀念翻轉, 因

為外系同學學習態度良好, 一改我拿到修課名單, 擔憂外系同學是否能接受本課程的觀點。 

   研究問題/意識上, 本計畫可以達成: 提升同學對專業暨實作興趣, 提升自身教學品質, 

增加師生互動及增加學生所學接近產業面及輔導未來繼續學業深造。也須在評量工具融入課

程. 比如:新聞稿心得撰寫, 競賽簡報檔, 競賽動態解說檔. 並且執行本計畫後, 衍生新課

程, 如: 「生活科技創意與創新概論」。可以改善過去教學抽樣數不足及教學活動不足, 並鞭

策自己利用數位科技提升自身教學品質。 

   在技術實作專案部分, 本計畫中實務專題部分, 分為校內和校外兩個場域, 校內場域主要

功能為討論業界的要求, 蒐集及分析資料及初級的實務操作, 功能進一步測試。校外場域為舒

霖股份有限公司, 此公司為一光電科技專業公司, 資深工程師在實務專業上有很深的造詣, 

因此和專業業界合作, 來執行此次計畫。校外場域主要功能為電路設計及精密製作, 因為公

司有進階的設備及軟體設計, 因此系統成型的地點主要在校外場域。執行後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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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寬頻可見光無線 Li-Fi 影像傳輸教學系統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計畫提出動機為以教學現場的觀察或教學實務經驗出發，透過創意實作及競賽提

升教學品質及教學績效已隨時調整教學深度，更深入了解教學方法。以翻轉學生專業程

度，促進與產業合作。另一方面來說,探討的教學議題或教學實務上欲解決之問題與背

景，近年來，私立技專校院招生嚴峻，入學學生來源多元，有高中職本科及非本科學

生，同時學校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及其他課程人才培育計畫投入資源，期盼所開設創新實

務教學兼顧教學品質及招生宣傳。 

   研究目的為: 第一點為提升教學品質及績效當然其中也包括為校/學院爭取榮譽，過

去兩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在實務專題教學品質上及實質績效上獲得很大的提升

(競賽及發明展績效展示), 研究主題也獲得創新改進, 學生在實務專題上接受雙師資指

導後, 獲益甚多, 也在競賽中獲獎，如圖一所示:圖一可以看見, 國內外現今諸多發明

展或競賽, 性質有些是有商業性, 但國際評審指標也在簡章中公開, 有公開指標, 加上

網路路評價, 也是參加的依據。 

 

圖一、近兩年教學產出實質績效 

第二點為: 建構新興課程方案,過去兩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在教學研究中因參與創

意創新競賽及發明展, 在實戰過程中衍生出新課程, 在未來擬開設【生活科技創意與創

新概論】通識課程, 以提升學生在各領域實務專題學習效能，其教學大綱如圖二所示:

從圖二可以分析, 這次開設新課程, 初衷為使校內學生知曉在生活科技中也能夠有創新

創意, 有時可以藉著想像化為實際圖像, 再從圖像轉成真實成果, 可以藉此提升學生創

新創意風氣, 帶動往後就業及創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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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生活科技創意與創新概論教學大綱 

第三點為: 促進師生相互回饋, 無論在實務專題及寬頻通訊系統兩門課程中,與其說對

學生學習成效進,不如說個人對教學興趣的促進,實務專題這兩年實施下來,很享受與學

生的互動, 也無法用成果報告來形容, 至少在獲獎後,在臉書寫下心得,或是學生練習寫

新聞稿,這些過程心得用社群方式表現學習成果。在寬頻通訊系統課程中, PBL 學生學習

心得報告,也看到外系同學渴慕學習現代科技。讓我開了眼界，這一點也是執行教學研究

計畫最欲想達到的目地,社群分享及新聞稿分享準備過程及得獎心得，如圖三所示:圖三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學習至某一階段或參賽獲獎後, 訓練學生, 也操練自己講感想化

為文字, 可以使印象更為深刻, 也留下紀錄, 在往後學習中不斷檢核自己經歷的情形。 

    

圖三、社群分享及新聞稿分享準備過程及得獎心得 

二、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在教學策略方面, 在課程「寬頻通訊系統」這一門採取問題導向教學方式(PBL)教學

策略, 採分組即專案式討論。分成八組, 根據八個情境採取分組討論, 撰寫學習紀錄、組

員自互評表，其目標為培養學生基本專業知識與能力。如圖四所示:從圖四, 可以看到這

次 PBL 的教案, 教案的形成源於這次修課的學生, 有一部分為其他學院的科系, 也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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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跨域學習, 然在課程內容設計上數理元素盡量減至最低, 生活層面的應用為主軸, 期

待同學在實際的討論及查閱資料能更有學習興趣。在教案內容中也有引導學生如何尋找

資料, 如何想像場景。 

  
 

 
 

圖四、寬頻通訊系統問題導向學習教案 

另一方面, 在課程「實務專題」這一門採取教學策略為利用校內外場域的切換, 與業界

教師討論實作過程, 學生透過實地設計製作達到學習效果。其目標為培養學生產業應用

知識與能力實務應用。如圖五所示:從圖五可以分析結果: 當我們校內及校外互換場域

時, 可以提升學習效率, 加上競賽時程的壓力, 可以形成這兩位同學的推動能力, 在時

間要求內完成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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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學生實地設計製作過程圖 

這次執行本計畫其最大目的將實務實作元素融入於實務專題, 本人所帶領學生從大一入

學即開始培養實作技能。採取師徒制教學方法。近兩年來,結合計畫專案實作有很好成效。

另一方面,在寬頻通訊系統課程上,給予同學在通訊網路基本專業知識及產業應用,因為

這次課程學生有跨學院學生,在教授課程上盡量採取通識化,也達到良好吸收目的。PBL教

學上所提出的情境在產業應用知識獲得不錯的成效。撰寫學習紀錄、組員自互評表(最後

因疫情嚴峻, 上傳 moodle 平台)。如圖六所示:圖六為本校 Moodle 線上教學平台, 這次

疫情升至三級後, 發會很大的作用, 但因為在上課期間, 眾多老師們使用, 網路流量爆

量, 因此大部使用非同步教學, 將錄影課程及資料簡報檔放置 Moodle 平台, 老師也定

時在網路監看使用狀況。此外開闢聊天室, 看同學有何問題(當初沒建立 LINE 群組, 沒

有線上 Google meet 本人這邊需要改進)。 

  
圖六、在 Moodle 平台撰寫學習紀錄、組員自互評表及與學生互動 

 

在學生特質、學生多元背景特質及學習風格方面: 在學生特質上較為被動(在校外幾乎都

有打工),老師需要花一些力氣去督促學生學習，在ȹ實務專題ȹ課程中, 學生背景對教

學的本人頗為有利,都是資電領域學生,但學生接受挑戰的抗壓性較為不足, 因此有同學

就退選現象，造成學生數減少,然留下來卻是願意接受挑戰的學生。在寬頻通訊系統課程

上很意外觀察到外系(包含國貿會展及觀餐學院)學生雖然背景不足,但較為主動,學習態

度很好。風格較為積極, 較為主動發問。還有同學願意擔任教學助理。老師對教學助理

正向評語如圖七:這次寬頻通訊教學助理為商學院會展學程的學生, 學生學習態度及出

席率頗為穩定, 在前半學期也盡責擔任教學助理, 後半學期疫情嚴重, 也協助老師向學

生催繳報告。因此本人在圖七成果報告給予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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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老師對教學助理正向評語 

    在師生關係與課程教學模式翻轉方面,在實務專題課程中因為採取師徒制教學, 大部分

在研究室、通訊軟體聯絡及業界實驗室測試暨製作, 師生及業師聯繫較為頻繁。在寬頻

通訊系統課程中, 與其說教學翻轉, 更實際的說老師觀念翻轉, 因為外系同學學習態度

良好, 一改我拿到修課名單, 擔憂外系同學是否能接受本課程的觀點。如圖八所示: 從

圖八我們可以知道, 在實務專題課程進行是有校內及校外場域, 且以競賽為導向的課程

內容, 因此翻轉了傳統僅在校內教室傳授知識型態, 而有通訊軟體聯繫, 以利專題順利

進行。在寬頻通訊 PBL 課程中, 後階段因疫情嚴峻, 改以線上繳交報告及自評表, 外系

同學繳交情況很好, 反而電資學院學生, 要三催四請才願意繳交報告。很翻轉我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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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師生互動及學生繳交報告積極度 

    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在過去兩年執行教學實踐計畫, 坦誠地說, 執行得跌跌撞撞, 有

些在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的味道, 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 與學生對話互動增加, 與業界

資深工程師接觸增加, 新的實務元素加入本人專業及通識課程, 讓本人對校外競賽及發

明展考核評比也了解很多，如圖九所示, 也逐漸掌握競賽致勝的秘訣相關專業作業程序。

也參與及涉獵創意創新專業研習。並開設「生活科技創意與創新概論」創意及創新以提

升教學品質的通識課程。從圖九我們在這計畫執行中, 因需要參加競賽, 因此將國內外

競賽的評分項目考核點這兩年來也做了分析, 共通點為發展成本經濟化, 實用可以商品

化, 可以技術轉移, 書面審查資料簡明易懂。國外發明展雖然商業化, 但評比與國內比

較, 落差不大, 還是可以信賴的。 

 
圖九、國內外競賽及發明展考核評比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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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在撰寫這一段, 看了研究方法專業, 如行動研究法、性質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及混和

研究法。因為本人在教育專業上實在是欠缺, 在短時時間也無法解釋本課程是採取何種

研究法, 所以已執行這計畫流程及做法做一個完整說明, 希望委員能予以海涵。在研究對

象介紹方面, 為專業系所大學學生, 「實務專題」為資訊工程系大二及大三學生。「寬頻

通訊系統」學生中有八位為商管學院會展學程學生，一位餐飲系四技學生, 會有跨學院學

生來學習。本計畫研究架構是採取計畫執行查核行動(PDCA)方式, 一邊學習, 一邊調整, 

如圖十所示:  

 

圖十、計畫執行查核行動(PDCA) 研究架構 

檢核自身執行本計畫, 達成指標計有: 雙師協同教學(P)、資料內容創新觀點(D)、周邊設

備及事前預備(D)、各階段測試(C)、學生投入查核(C)、分組專案查核(C)、活動紀錄(A) 

、參與競賽(A)、拍攝錄製(A)及成果報告撰寫。我們提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其教學研

究意識為: 提升同學對專業暨實作興趣、提升自身教學品質、增加師生互動及增加學生

所學接近產業面及輔導未來繼續學業深造。在評量工具如學習成效評估工具/融入課程上

為: 在實務專題課程因為住要專注在專題製作及競賽, 這方面評量工具是多元性, 如: 

新聞稿心得撰寫、競賽簡報檔及競賽動態解說檔(競賽實體展, 因疫情三級取消, 寄解

說檔說明給主辦單位)。如圖十一所示: 在實務專題課程中, 因採取師徒制及因應競賽

時程, 因此就沒有採用制式評量工具, 如前測或後測, 在過程中, 觀察學生學習狀態及

配合夜師指導的狀況而給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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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多元表現評估展示 

在寬頻通訊系統課程, 是採取 PBL 教學方式, 分組討論所設定情境來進行討論學習, 撰

寫學習報告及自評表、Moodle 平台,利用非同步教學錄製教學檔案讓學生上平台下載觀

看及期中複習及測驗。如圖十二所示: 從十二圖中可以知道, 未來數位線上教學, 在疫

情升溫時, 可以不中斷學習, 而這樣的情況, 在未來成為實體教學主要輔助利器, 以往

不無使用 Moodle 平台來授課或上傳文件的經驗, 也藉由此次的線上教學, 更要熟悉其

他數位科技製作更精美教材, 供學生便利取得。 

  

  
圖十二、寬頻通訊系統評估工具 

 

四、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過程一: 過去兩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學生在實務專題的教學過程是翻轉傳統

是課堂教學方式, 過程中與參加國內外競賽發明展時間表來「照表操課」, 從既定國

內外經賽發明展行事曆選出計畫參加的項目, 規劃整個專題進度暨校內外場域進度, 

甚至跳脫學期別建制, 寒暑假也須進行備戰。成果:因為教學及師生互動均為了競賽

目標而進行, 在落實教學創新上有了一些成果。如圖十三所示: 這兩年執行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 本人在專業上為電機/電子工程，在教育研究上沒有接觸, 在工科教學中, 

首重績效產出, 然在教學過程中, 績效產出固然重要, 但不是不擇手段達到, 是一步

一腳印, 帶著有新的學生一起做, 一起往前。為了教學有努力的目標, 因此用經賽發

明展來做為激發學生學習動力, 挽回他們或許在課業上失去的信心。實行成效還不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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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落實創新教學實質成果 

過程二: 寬頻通訊系統課程方面, 過去學生成員均為電資學院學生, 有資通背景, 

因此較為專業, 數理成分較多。然這次有跨學院學生來學習, 在教材上就需要生活

化。因此採用 PBL 教學方式, 讓學生分組及學則專案題目來發揮。當然在課堂及錄

製影片會指導學生如何找尋適合素材來充實報告。一個空白只有題目的報告格式, 

無法啟發學生。需要兩到三次闡述 PBL 過程目的, 學生才進入狀況。成果二: 在學

生成員中, 會展學程及餐飲系學生, 似乎了解從疫情中體會出心得, 因此學習上較

為積極, 學習報告及上 Moodle 平台看影片較為積極(最先上去觀看 )。 

在學生學習成果評估方面: 過去兩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學生在實務專題的學

習成果及實質績效上獲得很大的提升(透過創意實作及競賽提升學習成效), 學生在

實務專題上接受雙師資指導後, 獲益甚多, 也在競賽中獲獎。如圖十四所示:從圖十

四可以知道, 當初入學時, 感覺到學生無心上課, 想要休學重考, 本人以執行計畫

及時做課程, 也間接留住學生。當每次有獲獎時, 學生在心態上都能接受這樣的指

導, 繼續留在學校學習。這也是無法量化去評估學習成效, 而這樣的課程, 也是另

一種心理輔導的過程。 

  

圖十四、學生學習多元成果評估 

此次寬頻通訊 PBL 教學問卷題目內容經分析也是學生學層面上的反應成果, 如圖十

五所示:從圖十五可知, 此次 PBL 問卷題目看了以後感到全方位, 我個人用真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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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介紹此課程, 因為有外系的學生選修, 介紹寬頻通訊在生活上的應用, 也在課堂

上詢問學生學習狀況, 成為我及時的回饋。之後雖疫情嚴峻, 無法實體上課, 學生

對於上傳的討論議題都能接受, 使我個人在這課程上及未來教材安排上, 有很大的

翻轉。 

 

 

圖十五、寬頻通訊 PBL 教學問卷題目內容及反應 

 

2. 教師教學反思 

現今學生特質上較為被動(在校外幾乎都有打工), 老師需要花一些力氣去督促學生學

習，在ȹ實務專題ȹ課程中, 學生背景雖然都是資電領域學生, 但學生接受挑戰的抗壓

性較為不足, 因此有同學就退選現象，造成學生數減少, 然留下來卻是願意接受挑戰的

學生。不過也造成修課人數少，成果評估就視競賽過程心得回饋。寬頻通訊系統課程方

面, 過去學生成員均為電資學院學生, 有資通背景, 因此較為專業, 數理成分較多。然

這次有跨學院學生來學習, 在教材上就需要生活化。因此採用 PBL 教學方式, 讓學生分

組及學則專案題目來發揮。當然在課堂及錄製影片會指導學生如何找尋適合素材來充實

報告。一個空白只有題目的報告格式, 無法啟發學生。需要兩到三次闡述 PBL 過程目

的, 學生才進入狀況。 

在教學歷程之評估方面也做了某種程度的反思: 因著過去兩年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在創新發明競賽上有累積一些實戰經驗, 和參加創新創意研習活動後, 在 110 學年度, 

衍生新課程「生活科技創意與創新概論」。可以改善過去教學抽樣數不足及教學活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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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鞭策自己利用數位科技提升自身教學品質。  

 

3. 學生學習回饋 

在實務專題方面, 學習和競賽相結合, 學生學習回饋是多方面的。如海報的設計、新聞

稿練習撰寫、社群臉書的分享及業師對學生的評價。在前面段落敘述都有說明。照片就

不予重複擺上。其後在專案實作部分有成果回饋的展示。在寬頻通訊課程方面, 學生對

自我學習意識的滿意度問卷內容及回饋如圖十六所示:從圖十六問卷題目在第一題, 第

三題, 第四題, 第五題及第六題可以達成既定目標。在未來, 個人會修正這次的缺失，

及疫情期望能減緩, 大家都施打疫苗, 回歸正常教學狀態，可以做得更好。 

 

 

圖十六、學生對自我學習意識的滿意度問卷內容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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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這兩年執行計畫下來, 感到缺失不少, 有幾點省思:因著實務專題結合競賽, 時間壓

力頗大, 學生遇到難處, 有些就退縮, 轉去修習其他老師的專題, 以致學生流失很大, 

以致剩下三位學生, 抽樣數遠遠不足。這兩年因疫情時高時低, 實務專題校內外場域

互換不易, 進度斷斷續續。疫情升至三及後使教學分組及 PBL 進行無法實體, 在數位

科技運用上, 還不是很順手, 以致這結案很多缺失, 請委員見諒。未來一年, 本人提

案計畫沒獲通過, 也是自我反省時刻, 在情境式教學(利用這次因疫情在家閉關學習

科技軟體編輯漫畫劇情), 創新創意教學及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方式上, 做深自檢

討, 根據計劃檢核表來適度撰寫。結論: 以提升自身教學品質, 刺激學生學習動力,

與時俱進運用數位科技在教學上三方面檢討改進, 以全新做法再出發。 

 

六、 專案實作部分 

   實作場域介紹: 本計畫中實務專題部分, 分為校內和校外兩個場域, 校內場域主要

功能為討論業界的要求, 蒐集及分析資料及初級的實務操作, 功能進一步測試。校外場

域為舒霖股份有限公司, 此公司為一光電科技專業公司, 資深工程師在實務專業上有

很深的造詣, 因此和專業業界合作, 來執行此次計畫。校外場域主要功能為電路設計及

精密製作, 因為公司有進階的設備及軟體設計, 因此系統成型的地點主要在校外場域, 

如圖十七所示:  

   

圖十七、校內及校外場域 

實作教學模式介紹: 在實際進行中, 跟業界先行討論與計畫內容, 及預算可以達成的

目標, 而後和學生業師一起討論要實作的系統架構及具備知識, 事前工具/軟體的準

備, 電路各階段的介紹, 學習系統硬體及韌體設計(MPLABX, XC8  in Microchip), 

這階段需要花一些時間。而後不定期(因疫情變化而調整)去業界接受指導, 有時是線

上指導, 其他時間, 在校內場域有作業練習, 校內老師與學生定期 meeting(每周四

下午 1;00~3:00), 有競賽時, 掌握時效製作, 師生合作將記錄與照片製作海報, 初

審報告。獲獎及競賽結束後學習撰寫心得報告, 分享在社群臉書。如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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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獲獎及競賽結束後學習撰寫心得報告, 分享在社群臉書 

 

學生技術實作之成果與評量: 

在學生技術實作成果方面, 因著教學與競賽結合, 獲得一些佳績, 成為教學上實質成

果, 如圖十九所示: 

 

圖十九、近兩年實務專題技術實作成果 

在學生評量方面分為校內及校外評量, 因為學生少, 顧可以充分觀察學習狀況, 基本

上, 現在學生在程度上及態度上較 2012 年獲得全國技專校院資工通訊群第二名銀牌

獎那一屆學生都為之遜色,需要用八成以上力量來推動計畫進度往前, 如圖二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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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技術實作校內及校外評量 

學生實作成果及技術說明: 

本計畫實作過程,在 LiFi 部分尚未達到目標, 但傳輸上已有簡易位置編碼, 是傳遞

上不受其他燈具或日光干擾傳輸訊號。整個製作的系統, 在發射端模組部分用組合

語言撰寫及 C語言撰寫, 撰寫內容為編碼規劃及場域地圖規劃方面的資料, 成品在

未來還是有擴張性, 初步技術業已達成, 學生學習成效良好。其系統架構、電路及

訊號架構, 如圖二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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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成品系統架構、電路及訊號架構 

 

我們在此詳細說明圖二十一的架構及原理: 我們可以看見核心技術架構為：光發射機由發光

二極體(LED)電流驅動電路與定位資訊編碼電路所組成調變裝置，調變方式使用低成本的

ASK(或 OOK)調變技術，透過節能發光二極體照明燈具，照明燈具發射出可見光，這可見光乘

載數位資訊編碼資料，在一定的距離之下做無線的傳輸，傳至光接收器，再經電訊號放大器

將電訊號放大，經由濾波器將接收訊號做適當整形及選擇，將數位編碼訊號解碼後經由載具

顯示出定位功能。以下介紹各階段技術內容: 

發射端電路模組：發射機由發光二極體(LED)電流驅動電路：含有電源轉換機制、特殊微晶片、

訊號四位元為一組的 ID 開關及 LED 驅動電路，與定位資訊編碼電路所組成調變裝置，調變

方式使用低成本的振幅移鍵式數位調變即：OOK 技術。由於可見光訊號在開放空間傳送時容

易受到陽光，日光燈等環境光的干擾，特別是使用 AC 交流電的日光燈具，故訊號傳送與接

收都必須經過編碼設計來排除干擾以避免誤動作。我們規畫定位資訊編碼動作為：訊號編碼

分為三個部分: 訊號起始區、訊號穩定驗證區及資料區。控制微晶片的介面程式由 High 訊號

啟動,若判斷接收到的訊號不符合訊號起始區則跳出並繼續等待。訊號穩定區為連續發送的

High Low 二元碼訊號，在接收不良的區域,程式會跳開，在確認訊號穩定後接收到的就是資

料。 

接收端電路模組：從軌道型 LED 燈具發射可見光(含數位資訊)透過無線傳輸至接收端，接收

端含有 PD 光接收元件、訊號放大電路及訊號波形整形電路，訊號經過以上三個電路後，再經

過數位導引解碼晶片，最後到達面板顯示器。面板顯示器含有手控方向按鈕，控制面板顯示

畫面移動方向，以達成導引功能。 

發射訊號架構分析:  

(a). 訊號起始區為 High Low High Low ,各約為 300us。 

(b). 訊號穩定驗證區為 8 個 High 7 個 Low 交叉出現,各約為 100us。 
(c). 資料區為 4bit DIP Switch 資料的鏡射 若資料為 0010,則輸出資料為 00100100,每 bit 時

間約為 100us。 
(d). 為配合發射端 IC 的 RC 震盪誤差,接收端可判斷訊號,10 個 100us 約為 948~962us,超過無

法辨識,可調整發射端延遲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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