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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資料視覺化教材之研發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I276巨量資料分析 

開課系級: MBMIM 資管碩 1  

教師姓名: 資管系 游源治 

參、 前言 

設計合宜的教材可以協助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分析，並藉此了解學生學習路徑及學

習狀態、進而得到教學回饋以調整教學實務，精進日後教學活動。 

然而對資料科學相關課程而言，教材不只是科學理論及實務應用的講解而已，還

包括資料本身的配合呈現，而當今網路世代的資料是巨量的，來源多樣性的、資料變

異多的、需要更快的處理速度；特別是這些資料量往往龐大到資料庫系統無法在合理

時間內進行儲存、運算、處理，分析；因此若在短短的課程時間中，要去導入這些巨

大資料集來進行資料處理案例教學，勢必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因為學生不清楚這些資

料集外在及內在本質是什麼樣子，若以傳統方式來解釋這些資料集的輪廓(profile)，則

必需要先介紹資料的組織綱目，並取樣數筆資料搭配不同的分佈尺度來解釋，儘量想

辦法讓學生了解資料集的內外輪廓，以教學實務來看，這會造成寳貴教學時間的浪費，

教學節奏受到打擾，內容也變的複雜化，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教學工具或教材，讓這些

巨大複雜的資料集可以被快速而簡潔的呈現及被解釋。 

這些資料集必須透過某些層次的抽象化或實體化做法，學生才有辦法去理解那些

數據。而資料視覺化技術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抽象化或實體化解決方式，也就是我們

在準備教材中的資料集時，事先用視覺化工具把它們形成可操作的視覺化介面，然後

在案例教學中，以檢視操作方式，快速視覺化的導入資料輪廓，讓學生可以清楚而直

覺的切入資料內涵，並專心在核心理論的驗證學習，也就是把教材中的資料集圖式化

及可操作化，讓學生直接看的到，也看得懂。 

以資料科學領域而言，教學常用的經典資料集頗多，然而在此計劃案中，我們將配合

資料科學教學進度規劃，選擇適當的資料集，製作出這些資料集的視覺化操作介面，

並把它包裹封裝成為教材的一部份，以協助課程教學實務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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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特色］ 

資料視覺化基本概念就是－當資料很多，內容很複雜時，透過各種圖像或是互動的方

式，幫助人們理解資料。將一股腦的複雜數據轉化成為圖像，不但能夠看得生動，而

且也能讓人有視解式理解資料的機會。 

然而本計劃所產出的視覺化教材與一般的資料視覺化有何主要不同呢？其主要特

色在於可操作性，也就是資料集可以被視覺化操作，呈現它的不同面向，而這種操作

所呈現的互動是動態的，可調適的，讓教學者每次可以用不同的故事說同樣的資料集，

這是傳統預設腳本的互動式教材所無法呈現的，其被後原理在於操作介面是即時串接

到資料集本身，當操作指令變化時，可以取得資料的不同維度，並反應在視覺化介面

之中。 

 ［具體內容］ 

資料視覺化就是利用人類的各種天生的特性，將資料轉化為更方便我們理解的形

式。人類天生擁有許多天然的特性，有擅長與不擅長的事物。看到百元紙鈔沒什麼感

覺，但若你神經地把它全換成一元硬幣，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份量。雖然百元紙鈔

和一百個一元硬幣有一樣的意義，但換成一百個一元硬幣後，我們就能更能直覺的理

解，原來那張紙真的代表了「一百個」一元 

資料視覺化對資料科學家而言，首先可以節省他們判斷資料的時間，再者，因為

透過不同面向的閱讀，也可能藉此找出自己的思考盲點，發現問題，找到隱藏的關聯

性等；而對資料科學課程的學生而言，圖像化可以增加閱讀的意願，有利於資訊的傳

播，而且也能減少閱讀的障礙，因為那些教材已經將資料轉化為圖像，便已融入了豐

富的資訊，可以讓人用同樣的視覺角度看問題。 

 然而資料視覺化不會只是美工裝飾，資料視覺化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好看，更

關鍵是為了能讓人看懂；前者相對容易，但後者則必須花上不少心思。要使別人易懂，

自己也要先了解才行，如果連自己都弄不明白，那你做的圖就稱不上是「視覺化」了。

好的設計可以幫助人理解資料、增加閱讀意願、方便傳播等。這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即是通常如果做得很好，讀者其實是沒感覺的。好比說交通狀態良好時，你不會記得

什麼，但是一旦常發生塞車，你便會特別不耐。所以我們在做資料視覺化時，是盡可

能的在不簡化資料的情況下，利用各種手段把閱讀門檻降低到目標讀者的程度。 

 資料視覺化的設計要點 

在設計之初，我們要盡可能的理解資料，進行資料探索（data explore），然後選用

適合的圖表表達資料的關聯性。每一種圖表都有其適合與不適合，無論是長條圖、圓

餅圖、折線圖還是直方圖，這需要經驗和對各種圖表的熟悉掌握程度。這比較像是基

本功，但用得好可以讓使用者更能輕易地理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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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顏色：顏色最能抓住讀者的注意，速度甚至快到「讀者都沒開始理解其中的意義

時，就已經進腦袋裡了」。也因為顏色非常「強烈」，所以常用來表示資料最重要的

維度。 

好的設計不隨便使用顏色，因為顏色太過醒目，讀者很容易分心。圖表上如果有

太多顏色，讀者會無法分辨何者為重要，何者為不重要。而且我們的腦袋時常會偷偷

越過我們的理性，自行判讀顏色的意義，假若其中的意義和資料本身不相符合，就會

使人困惑。例如彩虹色便是錯用顏色的經典例子，許多人會用彩虹色來製圖表，認為

這是物理上波長連續的一系列顏色，所以代表一系列的數值非常符合自然。聽起來好

像有道理，但人類的視覺系統並不認為彩虹是連續的一整體，而會自動為顏色分群，

我們會潛意識為這些顏色賦予意義，而這個意義不見得與資料相符合。 

2.形狀：形狀非常籠統，形狀、角度、距離、方向等都包含在內，這些要素都能抓

住讀者的注意，不過人類對不同的要素敏感度不一。比如說人類對「長度」的判斷敏

感，因此當有資料要比較時，長度是不錯的選擇。相對而言，人對角度雖然也算敏感，

不過沒有像對「長度」的感受那麼細緻。所以要比較差異時，長條圖會比圓餅圖還要

好，但圓餅圖還是有自己的優勢，在看整體比例時，圓餅圖效果還是很不錯的。相比

起來，人對面積就不是這麼敏感，不容易判斷資料差異的倍數。如果有一大一小的圖

形，我們會傾向低估大圖形的面積，以為大的沒這麼大。 

3.動作：人對會動的事物也會有反應，這也是初學者特別喜歡使用的方式，希望藉

此讓圖表看起來豐富多采以用來掩飾貧乏的內容。但事實上，這種方式可能不但沒有

加分，還會反過來扣分。因為我們的腦已經演化出一種精密的方式可以自動地篩選動

態的資訊，以幫助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如果錯誤的使用動畫，

反而可能會干擾資訊解讀。 

4.空間的運用: 所有的圖表都是在一個空間表達資料，在一個大的空間呈現和在一

個小的空間呈現是不同的概念。在電腦呈現的方式不應該與手機相同，因為我們閱讀

的方式並不一樣。所以在設計之時，也要考慮在資料顯示的情境為何。 

適當的扭曲資料裡的空間有時也是一種表達資料的手段，例如「捷運地圖」，台

北捷運的路線顯然不都是直線，轉彎也不都是直角和四十五度角，但透過這種扭曲空

間的方式，反而能方便我們理解。當然你也可以解釋說，因為捷運的實際的路線不是

我們在乎的，所以被簡化了。 

5.互動的運用: 互動的運用，設計師可以提供一些工具來讓讀者探索資料，讓使用

者更能了解資料的本質。互動也可以提升趣味性，增加使用者的閱讀意願。 

6.可操作化的運用: 可操作性為本次教材研發的重點，藉由可操作化介面，視覺

化教材變成活的，這好比一個線上資料分析系統一樣，決策者可以看到總成的管理數

據，然後藉由操作去對多維形式的資料採取切片（Slice）、切塊（Dice）、向上擷取

(Roll-up)、向下擷取（Drill-down）、旋轉（Pivot）等各種分析動作，以求剖析資料，

使學生能從多個角度觀察資料庫中的數據，從而深入理解包含在數據中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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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資料視覺化介面處理的範例資料集 

而本計劃所研發的教材中，將處理以下資料集，把它們包裹成可操作化的視覺介面， 

 

TABLE 1. A list of data sets needed to perform the labs and exercises 

 資料視覺化介面處理的工具 

而本計劃所研發的教材中，將利用以下工具處理資料集，把它們包裹成可操作化的視覺

介面，成為教材的一部份 

1. R 語言:作為一種開源電腦語言和工具， R 日漸成為資料專業人的心頭好。 如：資料

科學網站 EnhanceDataScience.com 就分兩期介紹了 R 語言的一些常用互動式資訊圖工

具包。 

2. Leaflet: Leaflet 是現代化開源的 JavaScript library，是為了手機優化的良好互動地圖。

容量只占 JavaScript 的 31KB，擁有所有大部分開發商所需要線上地圖的特色，Leaflet 

融合了簡單、效能及實用性三者的設計，有效率的跨桌上型及行動手機平台高效能地

運作，雖以 HYML5 及 CSS3 為優勢，但仍能夠讓版本較早的瀏覽器進行瀏覽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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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ogle Charts: Google Charts  提供了非常棒的方式能在網站上視覺化資料，也就是教

材可以成為網頁放在雲端；從一條簡單的線圖到很複雜的階層型樹狀圖，圖庫藝廊提

供了非常多可使用的圖表類型，對於專業視覺畫的圖表如地理圖、動態壓力圖等，是

十分好用的工具；另外包內建含動畫和使用者互動控制的功能。 

4. Gephi： Gephi  對於所有類型的網絡及複雜的系統、動態性和階層圖等，都兼具互

動性視覺化以及搜尋平台。以圖表為基礎的視覺化者以及資料搜尋者，不只能夠應付

大量的資料集，還能創出美麗的圖表，同樣也能讓你篩選、清除不必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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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學習也有些挑戰要面對克服、當教材中的某些部份被資料視圖化後，這些資料有了不

同的展現形態，至於能不能從這些資料中看出端倪，使得這些資料變成資訊，進而轉化為知

識，就要看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實務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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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實施成就］ 

(1). 完成之視覺化教材：分別以 R 語言，python，excel 為視覺化分析呈現語言，完成了以自

我學習為主的五個實驗單元式資料視覺化教材，如光碟檔案的教材目錄所示： 

Lab00 以 R 直接匯入 Csv 資料後，做視覺化資料互動探索 

Lab01  線性迴歸視覺化分析 

Lab02  最小平方的多元線性回歸視覺化分析 

Lab03  推薦系統及回歸視覺化分析 

Lab04  Power View 的 OLAP 視覺化分析 

 

(2). 教材之驗證實驗： 

 以單元報告來評估學生利用視覺化教材課後學習狀態及成

效 

 分析學習歷程紀錄，分析教學活動的反應和學習途徑之變化 

 執行課程中評量活動，包括：滿意度調查。 

 依主要的學習指標，針對不同表現程度做量化及質化的描

述，用於執行結果的評估。 

 記錄並規劃後續研究。 

 

(3). 學習成效的期待： 

i、 互動性及多媒體化，可協助老師導入視覺化多媒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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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減少教學複雜度，讓學員更專心在核心理論的學習。 

iii、 重覆性深化學習：由於教材是動態的，學生可以於課後，操作性複習，深化學習成果。 

(4). 課程品質的可能改善 

i、 強化研究所課程之教學深度及創新。 

ii、 促進ｅ化學習：透過互動式視覺化教材，不凝聚學員對課程的關注力，特別是可以整

合 e-Learning 教材及系統，擴展ｅ化學習的範疇 

iii、 課程的智慧化應用。利用視覺化教材，可以搭配教學回饋分析，去分析學習者狀態，

以協助教學者在教學實務的設計與決策。 

［影響評估］ 

(1). 視覺化學習也有些挑戰要面對克服、當教材中的某些部份被資料視圖化後，這些資料

有了不同的展現形態，至於能不能從這些資料中看出端倪，使得這些資料變成資訊，進而

轉化為知識，就要看教學者與學習者的實務表現了。 

(2). 此外學員的參與及注意力很重要，資料視覺化後，還是有賴學員去用心探索。 

(3). 主要技術瓶頸在於視覺化介面的使用技巧，除了要符合數位學習的教材標準之後，如

何整合數位學習系統，並讓學員熟習數位學習系統的操作模式，將會是關鍵技能。 

(4). 本次計劃目前以單一課程為雛形，待可行性被驗證後，結合教學進度驗證機制是未來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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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指的是利用圖形化工具（如：各式統計圖表、立體模型等）

從龐大繁雜的數據庫中萃取有用的資料，使其成為易於閱讀、理解的資訊。日常生活中，我

們時常運用到資料視覺化工具，而在教學的運用上，其實可以有很多發想及實務應用，如：

將全班各科成績以柱狀圖顯示、捷運路線圖的規劃等。 

  資料視覺化有三個要點必須考量： 

 資料的正確性：在簡化資料時保有數據的正確性 

 讀者的閱讀動機：讀者能否突破心理障礙，去理解不熟悉的領域資訊 

 傳遞資訊的效率：讀者理解圖表所耗費的時間、能否留下印象等 

因此，在處理視覺化資料教材時，必須斟酌這三個要點的比重。思考如何運用在教學實務之

上，而本專案教材主要在於：引導學生正確定義問題，從龐大繁雜的數據庫中萃取有用的資

料，建立運算規則整批處理數據資料集，進而運用資料之視覺表現形式解說結果與發現，藉

助圖形化方式清晰有效地傳達與溝通訊息。特別是學位學時代到來，教學實務的數位化，行

動化，經由環境感測，不斷增加的資料量，包括課程進度因持續進行所積累的活動數據等。

龐大的資料帶來了更多值得研究的隱藏資訊，有助於教學實務進行。我們認為資料視覺化可

以快速地為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方式去理解資料，而剛好這門課是大數摢分析，於是我們進行

了這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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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由於本學期課程，安排在一般教室，學生無法在課堂時操作視覺化教材，故以課後學習方式

來散佈相關教材，以下是借用電腦教室，做教材相關的驗證實驗。 

借用電腦教室，做資料視覺化教材驗證實驗 

 

借用電腦教室，做資料視覺化教材驗證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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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附加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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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