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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言 

          依照現今人口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變化，以及消費與生活習慣改變，許多國家開始檢

核制定永續目標是否能達成。探討如何永續?怎麼實踐永續?運用哪些工具檢核永續? 本課程

重點以民眾相關特性的議題，結合大數據與視覺化工具運用，培育學生於氣候變遷與農地管

理、資源再利用、土地管理等，運用更多科學性數據了解永續發展。視覺化分析可解決資源

管理政策擬定過程中資訊溝通上困擾，因此為了讓資訊科技可輔助政策評估，讓學生了解政

府於永續發展治理過程產生哪些變化? 更永續? 還是更不永續呢? 本課程運用視覺化四種特

點（1）綜合信息並從大量、動態、相互衝突的數據中獲得洞察力；（2）檢測並發現意外

情況；（3）提供及時、合理和可理解的評估；（4）有效溝通評估，以採取行動，提升學

生對永續發展變化的洞見能力，以進一步讓學生對於永續發展的宗旨「我們想要的未來」不

再無感，透過資訊解讀提升個人對於永續發展理解力。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包含 17 個核心目標與 169 個細項目標，旨在平衡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性的目

標。台灣於民國 109 年以「智慧政府」核心理念規劃開發資料與公私協力治理模式，目前

已涵蓋人口、就業、土地、教育、醫療、社會福利、能源、水資源、休閒、土地、環境…等

開放資料。雖然區域治理的資料非常豐富;然而，如何運用更多科學性數據了解永續發展，

資源管理政策擬定過程中仍遭受資訊溝通上困擾。 

       英國慈善機構與牛津大學共同研發 SDG 追蹤器(HTTPS://SDG-TRACKER.ORG/)，講述

世界各地現在的生活，我們渴望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以及，到 2030 年永續目標，我們需

要走多遠? 因此，設計一個視覺化的追蹤工具，將世界可用數據呈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進度，

資訊設計包含每項子項目標趨勢變化、追蹤時間與地理空間資訊、以及資料來源…等。視覺

化分析具有以下四種特點（1）綜合信息並從大量、動態、相互衝突的數據中獲得洞察力；

（2）檢測並發現意外情況；（3）提供及時、合理和可理解的評估；（4）有效溝通評估，

以採取行動。視覺化分析透過廣泛資料搜索方法，伴隨著這幾年中資料存儲的重大變化，讓

資料視覺化有了革新的資料萃取功能和技術，包含連接開放數據源(LINKED OPEN DATA, 

LOD)，基於不同數據源的可組合性與關聯性，從而擴展了其他視覺化功能。隨著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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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分析功能，以及視覺化研究正朝著成熟技術進行，因此統計上所涉及的多維度參數交

互分析已經可行，使得視覺化分析技術已可以達到三種決策任務，包含:(1).信息搜尋;(2).策

略設計;以及(3).影響分析。由於永續指標繁多且定義也與一般民眾認知距離很遙遠。如何梳

理繁雜政策監測資訊，及訓練不是嫻熟永續背景的學生，可為本課程一大挑戰。本課程以科

學數據的視覺化(圖像)技巧切入，取代傳統對永續指標定義講授，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本課程採用視覺化的工具(TABLEAU 或 POWER BI)與心智圖(XMIND)教學方式，引導

同學對永續議題進行腦力激盪，敘述選擇永續議題問題在哪裡? 受那些驅動力(D)影響? 指標

所呈現每一年份變化量(S)，及資源管理所承受風險壓力(P)與衝擊(I)，最後回應(R)是否可達

2020 年與 2050 年台灣 143 項永續目標。以及，如何從龐大繁雜無邏輯資訊中萃取有用的

資料，並網羅網絡上可用的公共領域數據（例如社會經濟資料庫），以「敘事型視覺化」為

主軸，讓學生透過引導式分析、情境式分析、交互式資料關聯、簡潔式圖像表達等方法(圖

1)。 

        本教學設計以常見視覺化分析工具(TABLEAU 或 POWER BI)進行教學，POWER BI 成

果亦可上傳至學校課程 TEAMS 平台(圖 2)，將學生執行成果與課程相互連結，網址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A8F3EC2F-F4D2-42F7-975D-

C0E8863E9775/REPORTSECTIONE7E4C523ABD39A7D6B0D。除此之外，兩者視覺化分

析軟體皆有提供成果發布平台，課程分組議題所製作永續發展成果可發布至軟體官網網站。

國際間大數據分析常運用方法社群小組相互交流，如此課程設計可促進學生對議題實作與練

習分析能力外，亦可提供具有國際視野教學方式，經由網路社群間相互討論與學習，精進對

於國際議題的洞見。 

 

圖 1、視覺化分析設計重點 

情境式分析

交互式資料關連

引導式分析

簡潔式圖像表達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a8f3ec2f-f4d2-42f7-975d-c0e8863e9775/ReportSectione7e4c523abd39a7d6b0d
https://app.powerbi.com/groups/me/reports/a8f3ec2f-f4d2-42f7-975d-c0e8863e9775/ReportSectione7e4c523abd39a7d6b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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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POWER BI 成果發表區 

 

        本課程經由 2 年級「資源風險安全分析」心智圖爬梳政府永續推動報告，理解台灣推動

18 個核心目標與 143 項細項目標的資源管理產生哪些問題? 以及目前執行項目是否能達到

2020 與 2050 年訂定目標值。圖 3 顯示同學鑑別台北市推動資源回收活動，分別以科技、

環境、政策、經濟、社會等 5 大面向，檢視推動對於資源永續管理是「正向」還是「負

向」，藉由心智圖連接線與圖像(按讚與倒讚)呈現檢視結果。 

 

圖 3、資源回收議題心智圖成果 

 



5 

         同學於大 2 有了永續概念訓練後，於大學 3 年級參與本課程「資源資訊應用」視覺化

分析訓練，課程分為兩類組分別爬梳不同資料庫，包含在地資源消費(如用電資訊)訪查資

料，及政府開放資料平台提供可監測民生議題食、衣、住、行、育、樂觀測資料，如環保署

全民綠生活平台。藉由同學的在地訪查資料或開放資料搜尋，引導同學敘述環境與資源所產

生驅動力(D)、壓力(P)、變化狀態(S)、衝擊(I)，如低收入戶照顧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是否影響

資源取得公平性、糧食作物面積比例是否影響糧食安全、環境污染變化與改善(空氣污染、

污水下水道接管率、水質檢測不合格率、垃圾回收率)、能源可取得性、每人可以享受綠地

面積…等。對應 2020 年與 2030 年制定台灣永續發展目標，提出各項資源管理給予回應

( R )。 

        本課程訓練學生依據查詢不同類別資料內容與資料集數目，設計適合解說該永續議題圖

表，依據數值特徵(離散差異 DEVIATION、相關性 CORRELATION、排序 RANKING、分佈 

DISTRIBUTION、隨時間變化 CHANGE OVER TIME、量的比較 MAGNITUDE、部分＆整

體的關係 PART-TO-WHOLE、地理空間 SPATIAL、流向 FLOW)，呈現資源流量與流向

圖，或者觀察數值熱區地圖與統計圖表等，並將每一圖表找出洞見後，於視覺化分析軟體設

計互動按鈕，以及影片與圖片連結，引導讀者閱讀找尋的議題洞見。 

 

圖 4、學生視覺化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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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課程 18 週擬定課程，主要課程考核學生學習成效，包含參與率(30%):出席率、討論次

數、提問次數; 實作率(30%):資料蒐集、模式操作; 成果達成率(40%):報告製作、口頭報告。 

       1-3 週以課堂解說國際間探討永續議題視覺化案例設計，以及回顧於大 2 個人報告心智

圖釐清關鍵因子。4-6 週為本課程數據訓練第一階段，引導同學如何在開放性資料庫，以關

鍵因子設定找尋合適評估資料，並藉由資料格式差異訓練同學設定評估議題資料字典，提升

學生對於數字、文字、地理等資訊表達差異性。7-9 週則是本課程數據訓練第二階段，講解

呈現永續議題的驅動力(D)、壓力(P)、變化狀態(S)、衝擊(I)的所需數據分析，資料必須橫跨

不同政府單位資訊，跨單位資料庫挖掘後，如何統一格式、資料清理、及匯入視覺化分析軟

體設定相互關連性，並於第 10 週期中報告檢視資料搜尋可行性。本課程第 10 週之前訓練

學生對於數據爬梳與分析議題相關性的敏感度，因此分別於資料庫搜尋訓練前後課程(第 6

週與第 10 週)，進行第一次與第二次學生學習問卷調查，檢視學生對於數據敏感度是否有提

升分析永續議題能力。11-16 週講述分別 D-P-S-I-R 視覺化分析頁面圖像設計重點，如何可

引導讀者連接自己找到資訊洞見，17-18 週個人成果發表，並於第 17 週執行本課程第三次

學生學習問卷。 

       本課程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學生學習問卷調查，問卷設計如附件一內容所示。修課人數涵

蓋大學 2 年級與 3 年級修課 54 位學生，每階段約回收 31~46 份問卷，三個階段都有完整

填寫者約計 18 位(33%)、二個階段填寫者約計 21 位(39%)、僅填寫一個階段者約計 15 位

(28%)。學生因本課程訓練後(檢視第一次問卷與第三次問卷)會持續參與學校內外永續發展

行動者占 78%，不考量參與活動者約 21%，但仔細分析學生課程前後對於永續發展概念產

生改變，約有 10%學生原本不參加永續發展活動改以未來會參加。並且於第一次問卷調查

詢問:自評自己選擇作業案例與永續議題接近程度，約計 54%學生認為接近與非常接近(圖

5)。本次課程設計於第一次問卷詢問同學專注度與理解能力，多數同學都表達「普通」(圖 6

與圖 7)，直至於課程第 10 週執行第二次問卷調查詢問「課程學習可以幫助你更了解如何永

續」、「融入資訊與數據解讀後，你對永續議題瞭解幫助度」，約計 78%~83%皆回答有幫

助與非常有幫助(圖 8 與圖 9)，代表課程設計在資料數據訓練下提升學生對於永續議題理

解，對於政府政策白皮書上冷冰冰數字不會再毫無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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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自評自己選擇作業案例與永續議題接近程度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5 題) 

 

圖 6、自評參與課程專注度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3 題) 

 

圖 7、自評參與課程理解力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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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課程學習可以幫助你更了解如何永續統計(第二次問卷第 5 題) 

 

圖 9、融入資訊與數據解讀後，你對永續議題瞭解幫助度統計(第二次問卷第 6 題) 

 

       關於永續議題理解與引導，圖 10 顯示心智圖引導對於學生爬梳資源管理正負面影響具

有幫助，以及業師案例引導可讓資料分析更為具體。然而，由圖 11 可知多數同學在資訊不

熟悉狀況下，分析資料來源仍以業師與講授老師引導開放性資料庫為主，僅有少數同學會找

尋其他資料來源，並且對於老師講課依賴程度仍高，僅有 26%與 13%同學會主動找尋案例

資料與議題自我設定(圖 12)，對於學生思辨能力則是到第三階段視覺化分析訓練才有明顯差

異。另一方面，圖 13 也顯示第一階段學習訓練讓 42%學生理解現今永續議題政策實踐仍缺

少議題重要性解讀，即是心智圖引導政策推行脈絡正負面影響，以及數據解讀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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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印象深刻課程類別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1 題) 

 

圖 11、搜尋資料類別與永續議題連接度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2 題) 

 

圖 12、建議課程教學方式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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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建議課程教學方式統計(第一次問卷第 4 題) 

 



陸、結論 

     本教學課程涵蓋大學部 2 年級與 3 年級同學學習歷程，大學部 2 年級是心智圖解析後對永續

議題探討動力再找尋資源管理相關資料為主要施測的同學。大學部 3 年級則藉由業界與老師課堂

講解理解何謂永續發展後，蒐集政府開放性資料庫進行剖析後的上課學生為施測對象。本教學實

踐進行學習問卷擬定以下方三類問題為主軸，透過問卷結果希望可檢視學生學習是否變更好? 或

者教學有須改善之處? 以及這樣教學模式是否可以促進對永續理解? 

1. 你認為課程是否能提升專注力與學習永續發展目標理解力? 

2. 你認為上此堂課對你學習永續發展有幫助或是挑戰嗎? 試舉例主要幫助之處與對你挑戰為

何? 

3.  你自我選定議題與當初想像相近嗎? 

 

       本課程多數學生表達在資料數據訓練下提升對於永續議題理解，並說明會持續參與校內外永

續發展行動。本課程因逢疫情管制期間，為讓學生停課不停學，課程皆已透過 TEAMS 錄影可讓

學生反覆觀看老師解說重點，減少講授時數來增加操作時數;然而，課程教學過程也發現實體上課

仍對同學操作時遭遇問題仍可達即時討論好處，因此圖 14 與圖 15 顯示多數學生認為 2 學分的課

程設計中「講授」與「實作」時間適當。但也有部分自主性較強的學生希望講師授課時間減少以

提高軟體操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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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老師教學解說時間建議(第三次問卷第 2 題) 

 

 

圖 15、課程時作時間建議(第三次問卷第 3 題)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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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第一階段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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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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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問卷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