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端評量未能跟上潮流 

順通開發[遠端評量身份聲紋認證系統] 

新聞來源：順通資訊   發佈時間：2022-04-20  
 

自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各級學校為因應緊張的疫情而採取遠端線上教

學，當前線上教學軟體已十分普遍及成熟，但遠端評量認證系統卻未能及時跟上，

正面臨公正性的危機，遠端評量到底要怎麼考，遠端評量怎麼做才公平？成為大

家關心的話題，教學者們紛紛祭出各種防弊作法，例如大學教授提前制定嚴格的

線上考試規範通知學生；或者規定學生架設手機、鏡子、電腦至特定角度，讓教

授能夠從鏡頭中監考；也有採用自建系統舉辦期末考，每次螢幕只顯示一道題目

並限定考試時間，全程錄影防止舞弊。 
 
根據 2020 年 EDUCAUSE 雜誌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54%）的高等教育

機構使用遠端評量認證服務，另外有 23% 的機構正在考慮或計劃使用。這些因

應遠端評量的認證服務看似方便，卻也帶來更多挑戰，常見的認證監考服務形式

有以下幾種， 
 監考員透過網路軟體進入學生網路鏡頭來監視他們 
 追蹤學生在電腦上使用的軟體 
 要求學生安裝瀏覽器擴充功能，以「鎖定」他們的瀏覽器，防止學生在

考試期間瀏覽其他網站 
 利用眼動追蹤或網路流量分析來進行監考。 

 
順通資訊開發的「遠端評量身份聲紋認證系統」是目前唯一可做到使用聲紋

進行身份認證，可搭配現有人臉辨識，在不需要事先下載軟體、考生不需交出電

腦控制權、支援手機答題、支援所有瀏覽器、且適用多人以上大班監考的遠端評

量身份認證服務， 
 

人臉辨識是現行較為常見的遠端評量身份的認證監考模式，卻有以下的缺點:
人臉狀況不穩定隨著時間、年齡增長而改變，人臉的變化會因光線、表情、整容

等，有可能影響辨識的結果 ; 也容易有舞弊、代考、頂替事端 ; 人臉辨識更需

要大量的監考工作人員。聲紋與其他靜態的生物識別方式相比，不僅具有特定性，

且有相對的穩定性每個人在說話過程中所蘊含的語音特徵和發音習慣幾乎是不

可替代的 它不容易丟失，偽造起來也困難，因而被認為認證強度更高、更安全。 
 
順通資訊公司近期，已榮獲”台灣中小企業處”專案補助，開發這樣具備”聲紋辨

識”身份功能、而且必須能”即時辨識”的”人工智慧”產品。這尖端的技術，顯然並



非一蹴可及， 需要相當時日研發與測試。但順通資訊公司已先行因應市場需求，

進行發展，疫情爆發讓遠端學習與評量的步伐被迫加速，遠端學習評量模式並不

會隨著疫情趨緩而停滯，不論是教學模式或評量方式，學習者和教育者都在適應

這些改變，期望一切順利、成功。也歡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推廣圓夢方

法及工具，我們重視每一位合作夥伴，樂於接受不同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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