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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性遇到感性：用圖表數據說故事 

新豐高中  蔡承君 

一、設計者簡介 

任教於國立新豐高中，國文學科中心種子教師。樂意在閱讀理解、文本分析和教學策略上耕耘努力，也喜歡跨領域學習，朝理想的自己邁進。

曾入選 107、108、109、110 學年度國語文學科中心種子培訓優秀教案。 

二、演示重點 

生活中充滿大量的圖表數據，判讀和傳遞訊息就成為重要的課題。然而，只說明數據，卻沒有連貫整體的中心思想或敘事要點，則無助於訊息

的傳遞與省思。因此，為增加訊息的理解與吸引力，把故事元素運用在圖表的敘述中，將數據可視化和故事化來作為傳遞見解的一種方式，是本課

程嘗試探討的方向。 

本教案實施於跨科授課的高二多元選修，設計四節課的微課程，結合 SDGs 議題，在圖表數據的解讀上強化文字內容的脈絡。課程規劃上，依

序引導學生說明圖表，借助數據呈現事實，運用「三幕劇」故事結構使信息有效呈現，進而引起共鳴，最後完成一份行動計畫。教學方法上，先以

時事圖表和 108 年國寫知性題圖表為示範練習，接著讓學生根據所選的議題，創建自己的數據敘事作品。 

教學中，以敘事脈絡為主軸，站在閱聽者的角度，從三階段來發展從用圖表數據說故事的歷程： 

1. 圖表分析：觀察、判讀圖表傳達什麼樣的訊息，或呈現什麼樣的問題。 

2. 數據敘事：以「開始→問題／衝突→解決」的敘事結構詮釋圖表數據。 

3. 行動計畫：依據數據故事擬定具有「內容、理由、方法」的行動計畫。 

綜上所述，藉由教學活動，學生能使用數據來幫助傳達訊息和制定決策，無論是在學術領域、職業生涯還是日常生活中，最終得以提高溝通和 

敘事能力。今日，為各位演示第二節課「用圖表數據說故事」，期望透過和大家的交流，一起探討更能提升各類文本閱讀和表達能力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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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設計簡表 

單

元

名

稱 

當理性遇到感性：用圖表數據說故事 節數 4 設計者 蔡承君 

核

心 

素

養 

國 S-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所提供的素材，進行閱讀思考，整合資訊，激發省

思及批判媒體倫理與社會議題的能力。 

國 S-U-C1 

閱讀並探究各類文本，深入思考道德課題，培養品德；積極與他人對話，尋求

共識，建立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主動關心公共議題並參與公共事務。 

核心概念/

學科本質 

溝通、表達／圖表解讀與敘事 

單

元

目

標 

學習者能觀察圖表訊息，陳述圖表趨勢，並能運用三幕劇敘事結構來詮釋數據所呈現的情況及問題，最後藉由行動計劃的表現方式，建立傳

達訊息和制定決策的方法，培養關心並參與公共議題的態度。 

學

習

脈

絡 

堂數 認知脈絡(ORID) 教學主題 

第一堂課 O、R 圖表分析 

第二堂課 I 數據敘事 

第三堂課 D 行動計畫 

第四堂課 D 「我是小小倡議家」發表會 
 

表

現

任

務 

一、表現任務說明：國文科的教學重點，除了聽說讀寫，圖表的解讀與敘述也是值得培養的能力。透過 SDGs 議題，讓學生學習圖表轉譯，

並在過程中了解未來世界需要面對的議題。因此設計一個「我是小小倡議家」的發表會，讓學生以 SDGs 議題，設立行動計畫，以手冊呈現

他們所關心的議題，及如何行動和決策。 

二、評量方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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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形成性評量： 

    1.圖表分析：依照教師提問，個人口頭分享或小組討論，用自己的話詮釋圖表，老師檢核回饋。 

    2.運用架構：能理解「三幕劇」敘事結構，並適當用於數據故事，小組討論並練習書寫，老師檢核回饋。 

  (二)總結性評量： 

    以小組所選定 SDGs 議題圖表為素材，需依照「三幕劇」敘事結構所形成的數據故事，完成行動計劃，並運用 CANVA 設計宣導手冊。 

評量 圖表敘事 行動計畫 手冊設計 

優異 掌握「開始→問題／衝突→解決」結

構，能借助數據佐證觀點，敘議結合

精當。 

清楚論述，能結合數據故事和觀點，理由充

足且合乎邏輯，見解具說服力，且建議可行

性高。 

標題清楚，分類精準，圖表、文字敘述能掌握

重點，構圖及色彩表現美觀，能發揮創意性。 

良好 呈現「開始→問題／衝突→解決」結

構，陳述數據趨勢，敘議結合適當。 

適切論述，能根據數據故事提出觀點，說明

理由，建議具說服力與可行性。 

標題明確，分類適切，圖表、文字敘述清晰，

構圖及色彩表現適當，切合生活性。 

普通 呈現部分結構，數據佐證不足，敘議

結合通順。 

論述順暢，所提供的理由不夠周全，對評論

對象了解不足，見解平實，可行性需加強。 

標題及分類適切，圖表、文字敘述順暢，具構

圖設計及色彩表現。 

待 

改進 

缺乏結構與數據，敘議不清。 敘述簡略，未能論證、方法欠當。 標題及分類不清，圖片、圖表、文字敘述簡

略，缺乏構圖及色彩表現。 
 

課程架構 

節

次 
學習脈絡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學生學習活動 檢核點 學生狀況分析 

1 

解讀與摘要

圖表訊息，

說明問題。 

能從圖表的線

索，或數據的

邏輯性，解讀

出更多的訊

息，並能正確

轉譯。 

Bc- Ⅴ -1 具 邏

輯、客觀、理性、

知識的說明，如

人權公約、百 

科全書、制度演

變等。 

5-Ⅴ-5 主動

思 考 與 探 索

文本的意涵，

建 立 終 身 學

習能力。 

一、探究提問 

運用 ORID 的概念提問，以教師所示範的圖

表，引導小組討論並分享(如附件一)： 

(一)從圖表中看到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二)圖表中有什麼是你覺得驚訝的？或令你

覺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1.學生能 

正確觀察

圖表數

據，進一

步形成問

題意識。 

1.觀察圖表時，

易忽略 X 軸和

Y 軸的指涉對

象。再者容易

用概括性的形

容詞描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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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Ⅴ-3 數據、

圖表、圖片、工

具 列 等 輔 助 說

明。 

二、描述圖表 

(一)運用名詞指出觀察敘述的對象，例如

人、事、時、地、物、想法、方式等。 

(二)運用形容詞、動詞、副詞 

1.講述直條圖和圓餅圖時，用形容詞來比較

差異，例如大於、較高、領先、多數、主要

部份等。 

2.講述折線圖時，用動詞陳述一段時間內的

變動，數量如何隨時間而變化，例如增加、

上升、衝高、下滑、減少、暴跌等。 

3.講述折線圖時，用副詞表達趨勢走向，形

容時間變動的性質，修飾動詞，或描述特

徵，例如劇烈、大幅、緩慢、穩定、略微

等。 

三、撰寫心得 

(一)為圖表下標題：標題須包含測量的名詞 

、時間和測量方式，合乎事實，保持客觀中

性，直接易懂。 

(二)敘述觀察見解： 

1.從圖表中得出見解，在標題外用一句話敘

述，以說明圖表的意義。 

2.可以藉由數據整體的形狀，或構成的具體

特性，以比喻的方式來傳達觀察心得。 

四、分組實作 

根據各組所選定的 SDGs 議題，從中查找相

2.學生能

客觀並摘

要描述圖

表訊息。 

 

息，而沒有呈

現具體的數據

說明。 

2.事實和觀點的

區辨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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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圖表資料，並依據前述引導，應用在各組

議題圖表的描述上。 

2 

應用故事結

構詮釋圖表 

學生能理解並

運用故事結構

來深化圖表解

讀與詮釋。 

 

Bc-Ⅴ-3 數據、

圖表、圖片、工

具列等輔助說

明。 

Ba-Ⅴ -3 寫作

手法與文學美

感的呈現。 

5-Ⅴ-5 主動

思考與探索

文本的意涵，

建立終身學

習能力。 

6-Ⅴ-4 掌握

各種文學表

現手法，適切

地敘寫，關懷

當代議題，抒

發個人情感，

說明知識或

議論事理。 

一、建立敘事結構 

利用「三幕劇」或「故事山」模式，將圖表

數據轉化為故事，摘要圖表情況，呈現數據

觀點，創造易讀又好理解的效果。(參考自

南西．杜爾特《矽谷簡報女王用數據說出好

故事》) 

1.三幕劇：開端(狀況) 發展(紛擾) 結局

(解決) 

2.故事山：開始 問題出現(矛盾衝突) 解

決方法 

3.以下用第一、二、三幕來說明： 

 說明 連接詞舉隅 

第

一

幕 

說明圖表呈現的情

況，從數據觀察出

問題或機會。 

(雖然)但是、

儘管、不同

於、相形之

下、另一方面

等 

第

二

用數據揭露主要的

紛擾和衝突，或需

加上、再者、

此外、況且等 

學生能掌

握結構要

點，並適

當應用於

圖表詮

釋。  

在圖表數據轉

為敘事結構

中，較容易忽

略三幕之間內

容的連貫性，

且缺乏連接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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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要改變的數據(引領

改變的方向)。 

第

三

幕 

如何解決紛擾和衝

突，提出看法或建

議的行動，促成更

有利的結果。 

因此/有鑒於

此/於是，我

們決定/我們

需要等 

4.教師以 BBC World Servic 研製的圖表

「COVID-19 如何影響世界各地人民生活」

為示範，運用的三幕劇敘事結構來詮釋圖表

數據訊息(如附件一)。 

三、小組練習 

1.教師引導學生運用敘事結構講述數據故

事，先以 108 年國寫知性題的圖 2「國人每

週至少喝 1 次含糖飲料者，其每週平均喝的

次數」作為練習(如附件二)。 

2.學生再以各組所選議題相關的圖表，進行

數據敘事(學習單如附件三)。 

3 

運用 3W 思

考，撰寫行

動計畫 

學生能結合數

據故事和觀

點，說明理

由，提出建

議。 

Bd- Ⅴ -1 以 事

實 、 理 論 為 論

據，達到說服、

建構、批判等目

的。 

Be- Ⅴ -3 在 學

習應用方面，以

簡 報 、 讀 書 報

5-Ⅴ-5 主動

思 考 與 探 索

文本的意涵，

建 立 終 身 學

習能力。 

6-Ⅴ-1 深化

寫作能力，根

據 生 活 的 需

一、撰寫行動計畫 

(一)依據三幕劇的數據故事脈絡，提出觀

點，接著簡述理由，來支持觀點的執行。  

(二)運用「內容—理由—方法」(3W)結構來

說明提出的觀點和建議為什麼很重要。以下

分項敘述： 

1.內容(WHAT)：是什麼或需要做什麼？ 

2.理由(WHY)：為什麼需要這樣做？ 

學生能根

據圖表，

探討議題

的成因和

現況，並

提出觀點

與理由，

制定行動

學生易混淆內

容和方法，往

往都呈現作

法，而缺乏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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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演講稿、會

議紀 

錄、劇本、小論

文、計劃書、申

請 書 等 格 式 與

寫作方法為主。 

求 撰 寫 各 類

文本。 

 

3.方法(HOW)：過程如何做或怎麼完成？ 

(三)蒐集相關資料 

(四)書寫具有可行性的行動計畫 

二、教師先以 108 年國寫知性題的圖 2「國

人每週至少喝 1 次含糖飲料者，其每週平均

喝的次數」為例，引導學生練習(學習單如

附件三)。 

三、學生再根據各組所選議題的圖表數據敘

事，撰寫行動計畫(學習單如附件三)。 

方案。 

4 

「我也是小

小倡議家」

發表 

學生能將數據

故事和行動計

畫以手冊形式

發表，互相分

享與回饋。 

Be-Ⅴ-1 在生

活應用方面，

以自傳、新聞

稿、報導、評

論、等格式與

寫作方法為

主。 

2-Ⅴ-2 討論

過程中，能

適切陳述自

身立場，歸

納他人論點

並給予回 

應，達成友

善且平等的

溝通。 

6-Ⅴ-1 深化

寫作能力，

根據生活的

需求撰寫各

類文本。 

分組成果分享發表： 

(一)教師說明手冊設計須包含： 

1.SDGs 項目及標題 

2.圖表數據及文字敘述 

3.行動計畫以 WHAT、WHY、HOW 分類 

4.構圖和色彩表現 

(二)學生完成手冊設計，分組上傳 google 

classroom。 

(三)作品完成後，請同學分享圖表故事、行

動計畫手冊，互相交流看法，給予回饋。 

能清楚表

達主題內

容，並運

用知識、

技能與態

度於問題

解決上。 

圖文並呈時，

文字忽略易讀

性，例如缺乏

小標題、列點

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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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COVID-19 如何影響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圖表數據故事： 

第

一

幕 

COVID-19 蔓延全球，儘管 BBC 調查 27 個國家的人民

生活皆受 COVID-19 影響，但程度卻有差異。由趨勢來

看，標示莫大影響的紅色柱狀就如海浪般，席捲大部分

國家地區。疫情對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產生莫大影響，然

而僅少數國家例外。 

第

二

幕 

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受到 COVID-19 影響的程度遠高於

已開發國家，以德國為例，完全沒有影響甚至高於莫大

影響的比例。反觀嚴重受影響的國家，由於國境封鎖和

經濟衰退，導致原本已有糧食危機的國家或貧民區更難

以接受援助，使貧民或難民的生活危機更加惡化。由此

可見，病毒對世界各地的影響並非平等，富裕國家的生

活或許能得到控制，逐漸回復常態，然而貧困國家的處

境卻會更加貧困，導致惡性循環。 

第

三

幕 

因此，我們需要建立暢通的物流中心和運輸系統，維持

人道主義救援和供應鏈能進入需要幫助的國家或地區，

並確保流動性，避免貿易中斷，以減緩疫情對全球社會

和經濟的巨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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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圖：國人每週至少喝 1 次含糖飲料者，其每週平均喝的次數 

※「國人每周至少喝 1 次含糖飲料者，其每周平均喝的次數」的圖表敘事及行動計劃： 

圖

表

敘

事 

 第一幕：說明圖表呈現的情況，從數據

觀察出問題或機會。 

第二幕：用數據揭露主要的紛擾和衝

突，或需要改變的數據(引領改變的方

向)。 

第三幕：如何解決紛擾和衝突，提出看

法或建議的行動，促成更有利的結果。 

國人每週至少喝 1 次含糖飲料的人，不

分年齡、性別，其飲用頻率每週皆超過

5 次。 

 

 

 

其中又以國中男性每週平均喝含糖飲料

次數高達 9 次居冠，其次高中男性也多

達 8 次，相當於一天至少喝一到兩杯含

糖飲料。整體來看，國、高中生為高糖

飲食族群，易衍生如蛀牙、糖尿病、體

重過重等相關疾病風險。 

因此，需要加強中學生的飲食觀念、改

變飲食習慣，或調整學校販賣飲料措

施，可以降低中學生含糖飲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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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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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WHAT) 

進行飲食健康宣導。 喝飲料鼓勵飲用低糖/無糖飲料，或以水

取代飲料。 

學校合作社減少/禁止販賣含糖飲料 

理由 

(WHY) 

飲用含糖飲料頻率高的民眾可能缺乏糖

類飲食的營養觀念，例如「適量」攝取

糖對身體的好處，與「過量」攝取的健

康風險，藉由宣導可以促進民眾對含糖

飲料飲用的注意與控制。 

糖對身體也有好處，血糖濃度過低時，

注意力容易不集中，會影響做事和學習

效率。此外，比起不喝飲料，飲用低糖

或無糖飲料相對容易做到，也更健康。 

除了加強營養意識，對於國、高中生的

高糖飲食族群，學校合作社如能減少/禁

止販賣含糖飲料，則能降低學生在校期

間飲用含糖飲料的頻率，進一步鼓勵健

康的飲食習慣。 

方法

(HOW) 

製作宣導懶人包、有趣易懂的觀賞影

片。 

可以先從減糖開始，手搖飲料改為微

糖，每週買飲料的次數減少到兩天一次

等，或以喝水代替飲料解渴等。 

學校合作社控管含糖飲料販賣數量、品

項，或提供所販賣飲料的營養標示表，

作為飲食的參考。此外，學校盡量不以

含糖飲料獎勵或慰勞學生，制定其他因

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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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圖

表

敘

事 

 第一幕：說明圖表呈現的情況，從數據

觀察出問題或機會。 

第二幕：用數據揭露主要的紛擾和衝

突，或需要改變的數據(引領改變的方

向)。 

第三幕：如何解決紛擾和衝突，提出看

法或建議的行動，促成更有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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