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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現今少子化的社會裡，學校有需要提供

一個能使學生家長放心的安全學習環境，所以

充分掌握學生的到課狀態是學校對家長負責

的一個基本責任。因此，本研究結合「雲端運

算(Cloud Computing)」與「RFID 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建構出「雲端點名

系統(Cloud Roll Call System；CRCS)」。本系統

適用於校園中必須於固定時點進行大量點名

之場所，學生只需在進入教室之前，以學生證

於教室門口的 RFID 感應器裝置感應即可記錄

學生到課狀況，以達到快速及精準的進行修課

學生之點名。透過本研究所建置的 CRCS 除了

能達到節省點名之時間成本，並能即時回報學

生的到課狀態給授課教師、學校與家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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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need to provide a safe learning 

environment. It can assure parents in today’s low 

birth rate society. So fully grasp the student’s 

lesson state is a funda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hool to parents. Therefore, our team hop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loud technology and RFID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Cloud Roll Call 

System”. The system is suitable for the campus 

must be a fixed point in time for a large number 

of places named. The RFID sensing devices that 

students only need to enter the classroom before 

the student card at the front and back doors 

before induction can record students to classes 

and state. Our system except to achieve fast and 

accurate roll call and save the time cost in it.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Distributed System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目前在校園中，傳統點名的方式大都是使

用紙張記錄或是授課教師開啟點名的相關網

頁進行唱名。長期下來不但缺乏效率，使用紙

張也不太環保，有時授課教師更因學生人數太

多，只能使用隨機點名或是直接省略點名的程

序，造成學校無法充分掌握學生到課的狀況。

因此將點名相關的處理系統化，是本研究發想

的動機。而為了增加系統的資料處理速度，因

此本研究結合「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與「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建置「雲端點名系統」。 

由於網際網路與網路頻寬的蓬勃發展，使

用者的需求日益擴大，傳統集中式運算已經無

法負荷網路服務的需求[5]。為了因應大量的運

算需求，分散式系統因應而生，分散式系統主

要是將龐大的工作切割成數個子工作，再將數

個子工作分散至不同運算節點進行處理[11]。

分散式運算的概念已行之有年，在 2007 年末

由 Google 提出雲端運算以使用者為導向(User 

Oriented)的概念，掀起網路供應商在網路服務

領域上另一種新格局的出現[15]。 

雲端運算的概念是由公用運算 (Utility 

Computing)及網格運算(Grid Computing)等概

念而產生的一種運算模式，其特性包含了規模

性、可靠性、高延展性、虛擬化及按需使用付

費等特性[2,9,10]。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下，許多

應用紛紛以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方式提

供使用者進行使用，而雲端運算正好符合這個

趨勢[7]。對使用者而言，無須瞭解雲端背後的

組成，服務及檔案是從那一台主機所提供的，

只要能夠擁有連上網路的終端設備就能夠接

收到客製化的網路服務。 

除此之外，無論資訊網路技術如何發展，

只要資訊輸入電腦的方式沒有自動化，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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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發展[1]。RFID被認為在未來將被廣泛的

應用，如同一般的資訊系統，無線射頻識別技

術的資訊平台除了RFID讀取器與RFID標籤兩

個基本元素之外，亦包含電腦、中介軟體、資

料庫系統與電腦網路系統[12]。隨著技術的不

斷創新，RFID數位標籤的體積越來越小，而且

越來越便宜，RFID的天線亦可以在產品生產時

就印刷在物品包裝上。透過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資訊平台的輔助，藉由交換由無線射頻識別技

術擷取的資訊，企業可以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

網路與其企業伙伴，即時的分享產品資訊。 

本研究所建置的「雲端點名系統(Cloud 

Roll Call System, CRCS)」，利用雲端運算將可

以達到即時快速的點名，並將點名資訊隨紀錄

至資料庫，而這些記錄皆為透明化，可以讓授

課教師以及學生藉由網站上之查詢功能得到

相關資訊。除此之外，CRCS 更提供座位表功

能，授課教師可以設定學生座位表或開放給該

課程的學生自行填寫座位，除了可以防止學生

以他人的學生證代為點名，也能在需要安排考

場座位時，使用隨機產生的座位表。 

本文在第 2 節將說明雲端運算、RFID 技

術、本研究所使用的雲端運算平台及分散式資

料庫，第 3 節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 CRCS 架

構，第 4 部分為系統實際建置與測試，第 5 節

則是結論及未來的工作。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說明雲端運算、RFID 技術、本

研究所使用的雲端運算平台及分散式資料庫。 

 

2.1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一種分散式運算(Distributed 

Computing)的概念，「雲」即為網際網路

(Internet)；「端」則是指使用者端(Client)或泛

指使用者運用網路來完成服務。其最基本的概

念是透過網際網路將龐大的運算處理程序

(Process)，自動分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序

(Sub Process)，再交由多部伺服器(Multi-Server)

所組成的龐大系統，透過搜尋與運算分析之

後，再將處理結果回傳給使用者端[11]。透過

這項技術，網路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可以在數秒之內，處理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的

資訊，達到和「超級電腦」同樣強大效能的網

路服務[2]。雲端運算是繼 1980 年代大型電腦

到使用者端-伺服器(Client/Server)的大轉變之

後的又一種巨變。使用者不再需要了解「雲端」

中基礎設施的細節，不必具有相應的專業知

識，也無需直接進行控制。雲端運算描述了一

種基於網際網路及資訊技術所提供的新型服

務、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透過網際網路

來提供動態易擴充功能，而且經常是虛擬化的

資源[3]。典型的雲端運算供應商往往提供通用

的網路應用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等軟

體或者其他 Web 服務來存取儲存在伺服器上

的軟體和資料[4]。雲端運算關鍵的要素，還包

括個性化的使用者體驗。整體而言，雲端運算

讓網路上不同的電腦同時提供使用者端進行

所需的服務，大幅增進網路服務的處理速度，

雲端運算服務架構如圖 1 所示[2]。 

 

 
圖 1 雲端運算架構[2] 

 

由圖 1 可知，符合雲端運算的基本要件為

「4A2S」，即任何人(Any Person)、任何時間

(Any Time)、任何地點(Any Where)、使用任何

工具上網(Any Tool)、使用者都可以得到相同

的網路服務(Same Network Service)，並且得到

相同的結果(Same Result)。換言之，雲端運算

最終目標就是要讓使用者的電腦不需安裝軟

體，所有的資源都來自於雲端，使用者端只需

一個可以連上雲端的設備與簡單的介面，如瀏

覽器程式介面[3]。 

雲端運算包括 3 個層次的服務，軟體即服

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平台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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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和基礎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6,8]。對應的

產業三級分層則為：雲端軟體、雲端平台和雲

端設備。上層分級為雲端軟體(SaaS)，使用者

可以透過瀏覽器存取雲端運算的服務。中層分

級為雲端平台(PaaS)，打造程式開發平台與作

業系統平台，讓開發人員可以透過網路撰寫程

式與服務，消費者也可透過相關執行程式。下

層分級為雲端設備(IaaS)，是將資訊技術系統、

資料庫等基礎設備內部功能做整合。 

 

2.2 RFID技術簡介技術簡介技術簡介技術簡介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系 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為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又

稱電子標籤、無線射頻識別，是一種通信技術

，可通過無線電訊號識別特定目標並讀寫相關

數據。RFID的歷史遠自二次世界大戰，於1960

年就已開始使用於火車車廂的辨識[16]。RFID

透過商品上的微晶片「標籤」，可將資訊連至後端資

料庫裡，用以識別、追蹤與確認商品的狀態。最大的

好處是能提高整體物品管理效率及節省人力成本，比

目前條碼系統有更高的效率與彈性。表1所示為

RFID與條碼的比較[17]。 

表表表表 1 RFID 與條碼的比較表與條碼的比較表與條碼的比較表與條碼的比較表[17] 

 RFID 標籤標籤標籤標籤 條碼條碼條碼條碼 

成本 

5 美分 

(Wal-mart 成本) 

10~20 美分 

(一般成本) 

3 美分 

高速讀取 可支援高速讀取 
需停留短暫時

間 

讀取數量 
可同時讀取多個標

籤 

一次只能讀取

一個 

讀取距離 
長 

(數公分~數十公尺) 
短(需靠近) 

讀取方向 無限制 
需對準條碼讀

取 

儲存容量 大(可記錄唯一碼) 小 

體積 依需求，可大可小 較固定 

 

 

而 RFID 標籤大多具有以下兩個部份

[12]：一是其具有積體電路以便儲存及處理資

料，調變和解調變信號，還有針對不同應用衍

生而出的其他特殊功能；其次則是標籤上會有

天線用以接收和傳送信號。RFID 的系統架構

如圖 2 所示。 

 

 

 

 

 

 

 

 

 

 

 

 

圖圖圖圖 1 RFID 系系系系統架構圖統架構圖統架構圖統架構圖 

 

RFID 主要由三個元件構成[12]： 

1. 電子標籤電子標籤電子標籤電子標籤(Tag)：內含微細的晶片(Chip)

及天線，通常以電池的有無區分為被

動式、半被動式和主動式三種類型。 

(1) 被動式標籤(Passive Tag)：被動式

標籤不會主動發出訊號至讀取

器，而是當讀取器發送訊號至標

籤時啟動標籤作業，此類標籤讀

取範圍較短、壽命較長。圖 3(a)

即為被動式標籤。 

(2) 半 被 動 式 標 籤 (Semi-passive 

Tag)：半被動式標籤附有電池，

電池提供的電力只能讓感應器在

平時偵測周遭環境所使用(如：溫

度、濕度等)，其電力不足以主動

發起訊號至讀取器，仍需仰賴讀

取器提供的電磁波才能回送訊

號。 

(3) 主動式標籤(Active Tag)：主動式

標籤內部附有電池並提供運作所

需的電力來源。由於本身持有電

源，所以此類標籤傳輸距離較

長、讀取速度較快，但是相對的

體積較大、壽命受限於電池，成

本也較高。圖 3(b)為主動式標籤。 

 

 

(a)                   (b) 

圖圖圖圖 3 RFID 標籤標籤標籤標籤 

2. 讀取器讀取器讀取器讀取器(Reader)：讀取器為接收主機

端的命令，對於儲存在標籤的資料以

有線或無線方式傳送回主機，與應用



 

 

系統結合使用並利用電磁波傳遞能量

與訊號，對於電子標籤的識別速率每

秒可達 50 個以上。圖 4 為手持式讀取

器。 

 

 

圖圖圖圖 4 手持式手持式手持式手持式 RFID 讀取器讀取器讀取器讀取器 

3. 應用系統應用系統應用系統應用系統：RFID 系統結合資料庫管理

系統、電腦網路與防火牆等技術，提

供全自動安全便利的即時監控系統功

能。相關整合應用包括航空行李監

控、生產自動化管控、倉儲管理、運

輸監控、動物監控、保全管制以及醫

療管理等。 

 

本研究所建置的系統將在教室的出入口

裝置 RFID 讀取器，學生只要將已嵌入 RFID

電子標籤的學生證對著 RFID 讀取器感應，裝

置在教室門口的 RFID 讀取器就會讀取到學生

的資料，並將學生的相關資料透過 Internet 連

接雲端運算環境中的應用程式。 

 

2.3 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雲端運算平台平台平台平台--Hadoop  

 

Hadoop 是 Apache 軟體基金會所研發的開

放源碼平行運算編程工具和分散式檔案系統

[13]。Hadoop 是以 java 寫成，可以提供大量資

料的分散式運算環境。簡單的說，Hadoop 就是

建立一個 Cluster 平台，利用 MapReduce 的概

念將一個工作分配到很多個 Cluster 平行運

算。其中，Map 是將一個工作分配到多個運算

節點(Node)執行，Reduce 則是將各個節點執行

的結果重新整併成最後的結果，而 Hadoop 就

是提供一個雲端運算的平台。Hadoop 的特色包

括[13]： 

 

� 巨量巨量巨量巨量： 擁有儲存與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 

�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可以用在由一般個人電腦所架設

的叢集環境之內，可以減少成本。 

� 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藉由平行分散檔案的處理，得到快

速的回應。 

� 可靠可靠可靠可靠：當某節點發生錯誤，系統能即時自

動的取得備份資料以及佈署運算

資源。 

 

2.4 HBase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資料庫 

 

Hbase是一個分散式開源資料庫，基於

Hadoop分散式文件系統，模仿並提供了基於

Google文件系統的Bigtable資料庫的所有功能

[14]。整體而言，HBase是一個開放源碼的高可

靠性、高性能、可伸縮、非關聯的分散式資料

庫，用以儲存大規模結構化數據。Hbaes的目

標是處理非常龐大的表，可以用普通的電腦處

理超過10億行資料，並且有數百萬列元素組成

的資料表。 

Hbase 可以直接使用本地文件系統或者

Hadoop 作爲資料存儲方式，不過爲了提高資料

可靠性和系統的健壯性，發揮 Hbase 處理大資

料量等功能，需要使用 Hadoop 作爲文件系統，

那麽我們就先要瞭解 Hadoop 文件系統的基本

特性和原理，才能更好地理解 Hbase 的工作方

式。 

由於典型的關聯式資料庫在資料密集的

應用上都有效能欠佳的問題，例如:索引大量的

文件，網路流量很高的網站。所以本系統使用

非關聯式資料庫Hbase，藉此達到節省處理資

料的時間。HBase的特色包括[14]： 

 
� 類似表格的資料結構 (Multi-Dimensional 

Map)。 

� 非關聯式的資料庫。 

� 高可用性、高效能。 

� 很容易擴充容量及效能。 

 

3. 雲端點名系統雲端點名系統雲端點名系統雲端點名系統(Cloud Roll Call 

System；；；；CRCS)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本研究以雲端運算平台為基礎，建構雲端

點名系統(Cloud Roll Call System；CRCS)。透

過 CRCS 的使用，除了能提供校園點名的功能

外，更能處理大量同時傳輸的資料，並且能夠

即時記錄到課學生的資訊，減少教師進行課堂

點名的時間，進而提升授課的品質。 

 

3.1 CRCS 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在本研究所開發的 CRCS 應用系統將與學

生的修課紀錄、學校的排課與教室分配系統、

教師授課清單與各科學生名單進行交互比



 

 

對，以確定該時段、該教室所排定的課程、授

課的教師、及修課學生名單，除了完成點名的

程序外，並紀錄點名出缺勤的相關紀錄。 

除此之外，本研究所開發的 CRCS 應用系

統亦將提供授課教師可以透過網頁進行線上

補點名或修正點名紀錄的功能。授課教師可以

利用個人帳號與密碼進入系統，瞭解修課學生

目前到課的情況，及各個學生缺曠課的歷史資

訊與曠課統計記錄。本研究的使用環境如圖 5

所示、本系統前端架構圖如圖 6 所示、後端架

構圖如圖 7 所示。 

 

 

 

 

 

 

 

 

 

圖圖圖圖 5 CRCS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 6 CRCS 前端架構前端架構前端架構前端架構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 7 CRCS 後端架構圖後端架構圖後端架構圖後端架構圖 

 

 

CRCS 的作業流程如圖 8 所示，系統作業

程序如下： 

 

Step 1. 學生使用證件於 RFID Reader 裝

置前停滯一秒，使機器感應，完

成點名動作。 

Step 2. 網頁抓取資料庫中該堂課程學生

資料、時間。 

Step 3. 上課時間開始後，系統自動將未

讀取學生證資料的學生，打勾。 

Step 4. 於網頁上顯示學生該堂課程之相

關資訊，例如：學生座位表、目

前缺曠記錄…等等。 

Step 5. 教師也可選擇手動點名，自行確

認目前到課情況。 

Step 6. 課堂結束，記錄出缺勤的情況。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RFID 
管理介管理介管理介管理介面面面面    

點名作業點名作業點名作業點名作業    
座座座座位位位位

    

雲端雲端雲端雲端    



 

 

 
 

圖圖圖圖 8 雲端點名系統作業流程圖雲端點名系統作業流程圖雲端點名系統作業流程圖雲端點名系統作業流程圖 

 

 

3.2 CRCS 系統特色系統特色系統特色系統特色 

 

本研究所開發的 CRCS 應用系統具有以下

特色： 

 

(1)  省時快速性省時快速性省時快速性省時快速性：：：：在全校性的選修課程

中，因不同系級之學生齊聚且與老師

不熟，老師點名相對較為吃力與耗

時，因此發想開發此系統，讓學生進

教室時拿起學生證即可完成點名。 

(2)  資訊透明性資訊透明性資訊透明性資訊透明性：：：：學生及教師可隨時查詢

學生的到課狀態，如果曠課累積到一

定程度則會有提醒機制告知學生需注

意自己的到課情形。 

(3)  系統利用價值高系統利用價值高系統利用價值高系統利用價值高：：：：系統除了可以應用

於校園的點名功能外，甚至延伸到各

個相關應用領域的簽到與簽退。 

 

3.3 CRCS 功能介紹功能介紹功能介紹功能介紹 

 

本研究所開發的 CRCS 應用系統包括三類

的使用者，分別為學生、教師及管理者，以下

分列各個不同身份使用者可使用的功能。 

 

(1)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 

網頁上會顯示系統概述、技術介

紹、資料庫、RFID 相關資料提

供給使用者了解。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使用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個人資

料，也可以修改行動電話、

E-MAIL, 緊 急 聯 絡 人 的

E-MAIL。 

密碼修改密碼修改密碼修改密碼修改 
使用者可以修改自己的登入密

碼。 

RFID 點名點名點名點名 使用者可以使用 RFID 點名。 

課程查詢課程查詢課程查詢課程查詢 

使用者可以查詢到所修的所有

課程，點擊課程可以看到該課程

的詳細資料。 

上課座位上課座位上課座位上課座位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使用者可以查詢到本學期所修

課程的座位表。 

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 
使用者可以查詢到自己的缺曠

記錄。 

線上請假線上請假線上請假線上請假 
使用者可以使用系統填寫「請假

單」進行請假 

 

(2)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 

網頁上會顯示系統概述、技術介

紹、資料庫、RFID 相關資料提

供給使用者了解。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使用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個人資

料，也可以修改行動電話、

E-MAIL,緊急聯絡人的E-MAIL。 

密碼修改密碼修改密碼修改密碼修改 
使用者可以修改自己的登入密

碼。 

課程查詢課程查詢課程查詢課程查詢 

使用者可以查詢到所教的所有

課程，點擊課程可以看到該課程

的詳細資料。 

座位設定座位設定座位設定座位設定 
使用者可以對於學生的座位進

行設定，也可亂數產生座位。 

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

(依學生依學生依學生依學生) 

使用者可以利用「學生學號」查

詢到「該學生」的缺曠記錄。 

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

(依班級依班級依班級依班級) 

使用者可以利用「班級」查詢到

「該課所有學生」的缺曠記錄。 



 

 

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缺曠查詢

(依日期依日期依日期依日期) 

使用者可以利用「日期」查詢到

「該課所有學生」的缺曠記錄。 

線上點名線上點名線上點名線上點名 
使用者可以選擇課程進行手動

點名。 

座位表點座位表點座位表點座位表點

名名名名 

使用者可以選擇課程觀看座位

表進行手動點名 

 

 

(3)管理者管理者管理者管理者 

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系統概述 

網頁上會顯示系統概述、技術介

紹、資料庫相關資料提供給管理

者了解。 

帳號管理帳號管理帳號管理帳號管理 

管理者可以新增、修改使用者帳

號，也給予管理者操作說明，讓

管理者更快速的了解操作。 

課程管理課程管理課程管理課程管理 

管理者可以新增、修改課程、課

程資訊，包括觀看選課人數，也

給予管理者操作說明，讓管理者

更快速的了解操作。 

缺曠管理缺曠管理缺曠管理缺曠管理 

管理者可以依照班級或是學生

來查詢到缺曠記錄，系統會產生

表格同時計算曠課、請假次數。 

 

4. 系統實際建置系統實際建置系統實際建置系統實際建置 
 

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 CRCS 架構，確實

可以記錄學生到課狀況，並能提升點名的速

度。因此，本研究實作 CRCS 架構，並實測

RFID 的訊號接收與資料傳輸。 

 

4.1 實驗環境如下實驗環境如下實驗環境如下實驗環境如下 

 

本研究所採用的實驗環境，可分硬體需求

與軟體需求分別說明。 

 

硬體需求硬體需求硬體需求硬體需求：：：： 

CPU：Pentium 4 Intel 或其他相容硬體 

RFID 設備：RFID Reader(高頻 U-reader 

V.0 ( 13.56MHz )讀卡機)一個、RFID Tag 

(可讀寫電子標籤符合 ISO 15693 規格) 

一個 

硬碟：40GB 

記憶體：512MB 以上 

網路卡：10Mbps / 100Mbs 

顯示器：17 吋 

伺服器：1 台雲端伺服器 

其他：鍵盤 1 個、滑鼠 1 個 

 

 

軟體需求軟體需求軟體需求軟體需求：：：： 

作業系統：Ubuntu 8.04、Windows XP 

雲端平台：Hadoop 0.20.2 

資料庫：Hbase 0.20.2 

開發語言：PHP5、HTML、JavaScript、

Java、CSS 

開發工具：phpDesigner8、Dreamwear CS6 

影像處理軟體：PhotoImpact、Photoshop 

 

4.2 無線訊號無線訊號無線訊號無線訊號的的的的接收接收接收接收與儲存與儲存與儲存與儲存 

 

在驗證 RFID 的訊號接收與資料傳輸時，

採用 RFID 接收器接收學生證的資料。在上課

前十分鐘，系統會開始記錄學生證的資料，並

將資料上傳至資料庫。如圖 9 所示。 

 

 
圖圖圖圖 9 學生證感應畫面學生證感應畫面學生證感應畫面學生證感應畫面 

 
資料庫中將記錄學生證的識別碼(Unique 

ID, UID)、時間、星期，圖 10 所示為資料上傳

至資料庫畫面。 

 

 

 
圖圖圖圖 10 資料上傳至資料庫畫面資料上傳至資料庫畫面資料上傳至資料庫畫面資料上傳至資料庫畫面 

 
等到上課時間開始後，系統將會自動比對

資料庫，將未感應學生證之學生打勾，視為缺

曠，將讀取到資料的學生取消勾選，視為正常



 

 

到課。圖 11 所示為點名紀錄，圖 12 所示為到

課學生取消勾選。 

 

 
圖圖圖圖 11 點名紀錄點名紀錄點名紀錄點名紀錄網頁顯示畫面網頁顯示畫面網頁顯示畫面網頁顯示畫面 

 

 
圖圖圖圖 12 到課學生取消勾選到課學生取消勾選到課學生取消勾選到課學生取消勾選 

 

5. 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結論及未來工作 
 

由於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腦硬體的快

速成長及網際網路頻寬的增加，現今網際網路

的使用者對於網際網路所提供的服務越來越

依賴，也使得使用者對網際網路服務需求量的

增加。由於使用者希望獲得低成本但具有多元

化的服務，因此雲端運算迅速的竄起。而由於

雲端運算的特性，使得現今企業在網際網路上

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元化，因此許多大型伺服

器的基礎設施紛紛以資料中心和雲端運算平

台的架構建置。由於透過雲端運算可以提供以

使用者為導向的服務(User Oriented Services)，

因此如何提供使用者可靠以及可用的服務，是

在雲端運算環境中近幾年各界所探討的重要

主題之一。 

本研究結合雲端運算與無線射頻識別技

術，建置「雲端點名系統」，期待透過方法論

的研究與系統的建置，能夠達成減少教師上課

點名的時間，並藉著本研究所建置的功能來記

錄學生的出缺勤狀況。 

本研究所建置的系統，未來可以延伸至隨

時定位學生在校園的具體位置，充份掌握學生

在校時之動態，以備不時之需，達到安全無障

礙的校園空間。除此之外，亦可結合生物辨識

中的指紋識別技術，加強身分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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