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droid 系統互動創作專案報告 

可觀看遙控餵魚器 

[期末專案報告] 

指導老師：曾吉弘 



預期動作： 

 Android 手機透過藍牙傳輸 

(1) 遙控餵魚 

(2) 監測魚缸水溫 

(3) 控制 LED 燈照明 

 透過手機網路觀看魚缸的情況。 

模組區塊： 

1. 手機介面模組：Android 手機介面設計。 

2. 手機程式撰寫模組：Android 手機程式撰寫。 

3. 餵魚器模組：餵魚器機械構造結合 Arduino 控制。 

4. LED 控制模組：LED 結合 Arduino 控制。 

5. 溫度計監測模組：經由手機監測魚缸溫度結合 Arduino 回傳數值。 

6. IP Camera 模組：透過手機網路觀看架設在魚缸旁的網路攝影機

視野。 



元件清單： 

名稱 數量 

麵包板 1 塊 

IP Camera 1 台 

白光 LED 1 顆 

Motoduino 1 塊 

步進馬達 1 顆 

藍牙控制器 1 個 

4.7k 電阻 1 個 

3.3k 電阻 1 個 

EDIMAX  AP 1 台 

電源供應器(電池) 1 組 

餵魚器材料(齒輪、保麗龍、線材) 1 組 

不鏽鋼封裝防水型 DS18b20 溫度探頭 1 個 



程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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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進度甘特圖： 
工作名稱 3/27 4/3 4/10 4/17 4/24 5/1 5/8 5/15 5/22 5/29 6/5 6/12 進度 

專案各細節討論             10% 

手機介面模組             10% 

手機程式碼撰寫

模組 

            30% 

LED 控制模組             10% 

溫度計監測模組             10% 

IP Camera 模組             10% 

餵魚器模組             20% 

 



分工表： 

賴沅郁 Android 手機程式撰寫 

IP Camera 網路架設 

Arduino 程式整合 

魏駿名 餵魚器 Arduino 程式、溫度計控制 Arduino 程式 

翁秉宏 手機介面設計、整體硬體架構組裝、LED Arduino 程式 

 

 



組員心得及所學： 
賴沅郁： 
 為什麼會上這堂課呢?這其實要從某一天我一如往常的坐在研究室裡的某個

角落用 Eclipse 苦惱的想著要怎麼達到自己想要的功能時，腦子裡突然晃過政斌

同學前幾天跟我提過他有去加選一門互動學程的課，且是有關於 Android 的。我

馬上打開課表一看，不就是 15 分鐘後的課嗎?我二話不說，印了加選的單子就往

教室奔去。 
 上了幾堂課之後，使用 App Inventor 做著各種有趣的作業，心裡想著原來還

有這種能讓初學者快速做出 App 的工具，聽著方塊和方塊間連接起來的清脆聲

響，漸漸的也喜歡上了這種像玩具的工具。有一次表決是否要將 java 課程納入

教學範圍的時候，其實心裡很希望如此，但為了大局著想還是以 App Inventor 為
主軸。後來聽到老師說我們的期末要分組做出一個專題的時候，因為是為了學習

到能解決在實驗室遇到問題的方法才來學習的，如今要撥出額外的時間在另一個

新的專題上面，心裡既興奮又糾結。但是在這整個過程中，從小組自己訂定題目

擬出提案報告，到規劃排程分工合作，到最後的實際完成和報告。我豁然開朗了，

原來老師教的不只是原先我想要得到的程式碼上的小學問，老師教的正是一個未

來我在外面工作所必須用到的一項能力、一個過程。 
 在完成這個專題的過程中，除了將我原本所會的東西應用上來之外，在手機

和 Arduino 之間用藍牙做資料的傳輸是我在這門課中學到的新知識。 也非常感

謝老師同意我使用 Java 來完成這個專題，我經歷到從看懂別人寫的 code 到會使

用這些 code 再到最後可以應用到自己的程式上，真的花了我不少的時間，但在

最後大家報告自己做出來的專題時，我很開心也微微的為自己感到一點驕傲，這

時候就能體會到人家說的，付出的越多收穫的時候就越多的心情。就像老師說的，

如果專題只是把自己以前就會的東西拿出來，那也許就不會有這些感動了。我很

感謝老師以組員讓我有這個學習及表現的機會。 
 
翁秉宏： 
 在這次專題，和機電的一起合作，是和以往都是互動的同學很不錯的合作經

驗，從無到有，一起想解決的方法。 

  我主要負責，介面和裝置組裝設計，介面設計上算比較得心應手，算是之前所

學，拿出來應用，非常得心應手，而在裝置組裝設計上，就還蠻挑戰的，記得上

一次有這種組裝機器馬達的經驗已經是在國中時期了，除了先規劃，先畫了一份

手稿圖，再來想線路如何藏在裝置中，考慮材料，因為要方便裁剪，所以選購了

建築系所用的厚紙板來設計組裝，主體都採用卡榫的方式，以防止粘膠上的不足，

最大的困難點就在於，魚飼料的罐子接合馬達齒輪，嘗試了多種方式，在固定上

再轉動多圈以後，會脫離軌道，而用圓塞固定又會造成卡死不動，這也就是在裝

置上所遇到的比較困難之處，然而程式部分幾乎都靠另外兩位組員想辦法，我從



旁協助，在這專題中，也算學會了餵魚器轉動、LED燈開關、溫度的感測、手機

連攝像頭、在程式上的應用方式，與解決辦法，收穫很多，程式慢長道路還需要

多研究，學到了就是自己的，很不錯的經驗，感謝老師，感謝組員相助。 

 

魏駿名： 
在這學期的課程中，前面大部分是回家花時間練習即可做出來的，後半學期

開始則是即使花大量時間也是卡在那的情形，而這學期做的餵魚器我負責馬達與

溫度部分，在實作時會花一些時間來克服我不懂的部分，不過成功後還是蠻高興

的；和同組同學的合作也不錯，因為我對於程式和介面設計真的不在行，所以和

他們同組合作還是會接觸學習到我不懂的東西；也感謝老師這學期的教導，能感

受的到老師對教學得認真，其實剛開始我感覺老師有點嚴格，後來慢慢覺得其實

還 OK啦，可能是習慣了@@”，所以老師辛苦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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