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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仰望盃全國科學 HomeRun 實作大賽 

 

決賽成果報告書 

 

隊伍名稱： O My God 隊 

作品名稱： 色環電阻無障礙判讀訓練機 

科學概念1： 歐姆定律[2]
→V-I圖的斜率關係概念 

當電阻「色環脫落」、無法確定電阻值時，可利用歐姆定律

R=V/I 的概念，分析電阻兩端的電壓、量測流經此電阻的電

流，「檢測」並計算出此色環電阻(低功率碳質電阻)的電阻

值。 

 

科學概念2： 光的三原色[7]
→色光疊合的交互作用概念 

將紅、綠、藍三色光以各種不同的亮度混合，可輸出各種不

同的色光，故將紅、綠、藍稱為光的三原色（RGB color 

model）。彩色顯示器都是應用三原色光加色技術，以 RGB 三

原色作為子像素組成一像素，由多個像素組成整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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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成果報告書內文 

1. 發想動機： 

在學校自然科學課中，學到有關電阻的知識[1]，其中又對「色環電阻」的設

計非常感興趣，透過 MOOCs 所學，了解到低功率電阻上的「色環」是一種用來

表示電阻值的標記方法，這種標記方法利用不同的顏色來標示不同的電阻值。常

見的低功率電阻上會有四槓的色環，它代表著不同的數值(包含十位數、個位數、

倍數和誤差)[2]，在我的學習過程中，要能「正確精準地判讀電阻上的色環」，對

我來說是很大的「障礙」，因為有時候遇到「色環顏色退色」、「顏色不清楚」又

或是需要「快速整理大量桌面上零散的電阻」時，就很容易出錯。 

在初探色環電阻時，光看色碼對照表[3]就很難理解了，若針對「初學者」或

是「色弱者(紅綠、黃藍色盲)」來說，要在短時間內做正確的判讀，更是難上加

難！為了有效辨識並快速正確讀取色環電阻的數值，不妨可以透過 Arduino 來製

作一款方便讀取電阻值的裝置，並將它發展成為教具，推廣到各級學校(含色弱

學生)，讓大家透過本裝置的實際操作後，便能有效判讀色環電阻值的相關概念。 

2. 作品創意性： 

本教具作品的創意發展可達成五大功能~ 

(1) 助學功能：讓初學者能快速分辨電阻對應的色環顏色以及電阻值。 

(2) 扶弱功能：讓視力不好的人(如:老花眼、色盲…等色弱者)可正確判斷電阻值。 

(3) 檢測功能：讓顏色不清楚的電阻能透過本裝置量測出電阻值。 

(4) 便利功能：讓大量混雜在一起的電阻能透過本裝置輔助進行快速分類工作。 

(5) 推廣功能：本教具可推廣給色盲、注意力不集中…等弱勢學習的孩童使用，

吸引並啟發其電學知識的學習，符合 SDG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

的教育，藉以達成 SDG4終身學習目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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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體及電路架構圖： 

 

圖一、電路架構圖 

 

 

圖二、電路實拍照 

RGB 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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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品成果報告： 

本教具有3種操作模式，各操作方式如下說明： 

(1) [輸入模式]：使用者可利用鍵盤數字鍵「輸入電阻值」，大型電阻裝置的色

環會亮起相對應的顏色燈，OLED 螢幕也會顯示對應的歐姆值來告訴使用者，

讓不知道色碼的人方便又快速的找到其對應的電阻，當成「學習電阻色碼」

的好幫手。電阻色碼表如圖三所示： 

 

 

 

 

 

圖三、電阻色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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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範例：鍵盤輸入1000#，大型電阻即會亮起棕、黑、紅、金的顏色，

OLED 螢幕會顯示1000 Ω，操作流程圖、模式示意圖與實際照片如圖四、圖五、

圖六所示。 

 

圖四、操作流程圖                                   圖五、顯示模式示意圖 

 

圖六、輸入模式實拍照 

大型電阻會亮燈 

測試端口 輸入1000# 

棕 黑 紅 金 

1000Ω 

數字鍵盤輸入 

1000# 

OLED 

顯示1000Ω 

大型電阻亮棕、

黑、紅、金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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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模式]：使用者可先「自行判斷未知電阻」的色碼，接著利用鍵盤數字

鍵「輸入顏色代碼」，OLED 螢幕會顯示其「對應顏色的電阻值」。 

 

操作範例：鍵盤輸入顏色代碼「221D」，大型電阻即會亮起紅、紅、棕的顏

色，OLED 螢幕則會顯示220 Ω，實際照片如圖七所示。 

圖七、練習模式實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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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測模式]：使用者可隨意把未知電阻「接在測試端口」上，大型電阻裝置

會顯示「對應的色碼」，OLED 螢幕也會「顯示對應的歐姆值」，讓使用者方

便又快速的知道此未知電阻的電阻值與顏色，如圖八所示。 

圖八、檢測模式實拍照 

(4) [扶弱轉換模式]：色覺障礙者可以分為三類：1.紅綠色盲、2.黃藍色盲、3.

全色盲（包括色弱）[5]。近九成患者屬於紅綠色盲，他們無法區分紅色和綠

色。所以作品使用了RGB燈條來做「高對比度的燈光顯示」，方便色弱族群

使用[6]。 

⚫ 作品實測成果 

本作品在製作完成後，我們為了實測這台「色環電阻無障礙判讀訓練機」在

教學上的有效性、趣味性及便利性，於是請一位目前在國中教資訊科技領域的老

師協助，針對不同族群的學習者進行電阻教學，我們將其學習滿意度做成統計資

料，受測對象以未學過電阻知識的學生及一般民眾，包含：國小中年級男生、國

中7、8年級學生、一般民眾、年長者與色覺障礙者。 

顯示綠、藍、紅顏色 

顯示5600Ω 

在測試端口夾上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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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實驗現場紀錄照片： 

受測對象一：國小中年級男生 

   

受測對象二：Ａ國中學生 

   

受測對象三：Ｂ國中學生 

   

受測對象四：一般民眾 

   

受測對象五：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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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總共實測了56位受試者，族群包含：國小中年級男生、國中7、8年級

學生、一般民眾、年長者與色覺障礙者，年齡從10歲-80歲之間，實驗前皆未學

習過電阻相關知識，統計結果有98.21%的人表示使用本作品進行教學後，對於

電阻的色環表示理解，同時也能看著色碼表讀出電阻的阻值。如圖九、圖十所示。 

圖九、實測結果數據圖 

圖十、實測結果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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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作品可產出「4種成果模式」，並呼應出前述的「5種創意功能」： 

1. [輸入模式]→助學功能、便利功能。 

2. [練習模式]→助學功能、推廣功能、檢測功能。 

3. [檢測模式]→檢測功能、便利功能 。 

4. [扶弱轉換模式]→扶弱功能、推廣功能。 

⚫ 本作品經實際推廣後，受訪者的學習回饋如下： 

1. 量化結果顯示：教學效果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獲得高度的支持肯定。 

2. 2位銀髮族長者對於"教具放大"的設計，感受相當深刻，學習記憶佳。 

3. 14位各年齡層的女性對"電阻議題"的教學，不會感到排斥，表現良好。 

4. 1位弱視學生對"放大顏色對比"的轉換，感到不會盲懂，讚譽有加。 

透過本作品不僅能讓電學教學變

得有趣且可以讓學生動手操作，從做

中學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記憶[8]，特別是

對於視覺障礙者和初學者，便可利用

此創新教具當成輔具，進行電學相關

知識的有效學習，藉以達成 SDG4 即確

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

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 本作品實測影片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5mHV8sWoLSujgrf9m19t--

YQJxYeO0q?usp=sharing 

優質教育 深得你心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5mHV8sWoLSujgrf9m19t--YQJxYeO0q?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V5mHV8sWoLSujgrf9m19t--YQJxYeO0q?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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