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科 技 的 進 步 ， 大 數 據 時 代

（Big Data）來臨，大學所要培

養的人才不再僅是具有各領域

的專業能力而已，對於數據的

處理、分析，以提供政府、公

司、產業各項信息，也已經是當

時代所培育人才的另一個重要

趨勢。根據Philip Guo(2014)在

Python一書提到，Python目前

已經成為美國頂尖大學裡最受歡

迎的電腦入門語言，美國麻省理

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最近已經將學校的入門教學語言

改為了  Python。同時，在美國

大學不同專業領域，也都倡導使

用 Python 作為入門語言進行教

學，而Python 當前也成為了數

據分析、與機器學習的第一大程

式語言；臺灣許多大公司的主管

經濟系教授 \ 蔡群立

也注意到Python是專業人員與資

訊部門的溝通語言。

P ython是一種程式語言，在當

前流行的『數據分析』、『爬

蟲』、『人工智慧』、『深度學

習』下，都可以使用Python作為

主要實作語言，也因為Python的

功能強大及可以應用使用範圍相

當廣，也讓全球企業、及更多專

業領域的專家，皆投入Python的

開發，如企業系統或App應用，

都是使用Python所開發出的，換

言之，未來許多圍繞在我們生活

當中常見的電子產品、App、或

系統平台，都是由Python發展而

出。當前臺灣Fintech(金融科技)

開始熱絡發展，銀行也朝向招募

同時能精通經濟、財務和會撰寫

Python的新血；在司法界未來可

能會使用人工智慧來協助法官判

決，股票市場未來也會發展使用

P ython來對財經新聞或網路社

群發言進行文字探勘，以提高

股票市場投資人買賣股票的投

資報酬率，可瞭解未來P ython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是很重要的

應用程式語言。

社科院為了能培養學生融合人文

社會與資訊教育的跨領域專業學

習，由社科院前院長許育典教授

在106學年度統籌規劃下，申請

了『教育部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

學創新計畫』，而我是『大數據

在原住民青年教育與就業的A I

分析與應用』計畫的主持人，

我們並在106學年度下學期於社

大數據在原住民青年教育

與就業的AI分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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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社科院法律系許育典教授。 電資學院陳培殷教授之Python上課情形。

社科院經濟系蔡群立教授參與同學的報告討論。 授課老師:社科院心理系胡中凡副教授。

科院下開設了『大數據在原住民青年教育與就業的

AI分析與應用』的3學分選修課程。本課程著重同學

大數據操作、與資料探勘技術學習與應用，課程教

導學生自己學習Python程式語言來進行數據分析。

人文社會的學生在資訊教育的基礎訓練上是相對比

較薄弱，因此，本課程教學目標即是培養學生撰寫

Python程式語言的能力，以提升人文社會的學生資

訊能力以達成跨領域專業學習。

此課程授課教師橫跨社科院與電機與資訊學院；師

資有社科院法律系許育典教授、電機與資訊學院資

訊系陳培殷副院長、社科院心理系胡中凡副教授及

我社科院經濟系蔡群立教授等。此課程基於4位教師

不同的專業，培養學生融合人文社會與資訊教育的

跨領域專業，透過橫跨Python程式語言、經濟人力

資本學概念、人權教育、心理學等專業，以數據的

成分析來探討人文社會重要的議題。

電資學院陳培殷副院長總共使用6星期的時間，教

同學P y t hon程式語法與撰寫，陳副院長自己編制

Python上課教材，並於上課實際電腦操作，並現場

有10位助教在教室協助學生解答撰寫程式問題。我

們Python課程有三個教學目標: 1)瞭解Python程式的

基本概念與語法，2)學會Python程式設計，3)完成

實際應用Python程式於原住民資料庫分析。修課同

學自己使用Python程式語言分析原住民族委員會執

行『2014年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2015年原住

民就業狀況調查』等5個資料庫，是讓學生自己使

用Python來發覺、分析、關心當前臺灣的人文社會

議題，同學使用Python分析會瞭解原住民在教育、

經濟、就業的當前情況，而察覺原住民的當前所存

在的弱勢問題。課程目標即是訓練運用大數據及

Python程式分析能力，導入人文社會教學創新，以

培育學生具備有資料處理與邏輯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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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課堂上先分享當前有關原住民在經濟、教育、

與就業的現況與文獻發現，再進而一一詳細介紹

『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原住民就業狀況調

查』等資料庫；課堂報告採分組方式進行，我在學

期中都會與每一組同學個別仔細討論他們所探討的

原住民議題。同學透過P y t hon分析資料庫，關心

原住民幾個的主要議題包括1)瞭解原住民就失業量

的趨勢變動，並透過觀察原住民從事工作之就業型

態、特性，探討政府擬定相關促進就業措施，以提

升原住民就業品質；2)瞭解原住民族家庭收支及經濟

狀況，分析不同基本特徵原住民族家庭經濟狀況差

異，試圖找出造成原住民族家戶經濟弱勢的原因，

探討政府擬定未來各項施政計畫擬定的政策。

我們同學共分為5組，五組所探討的原住民議題分

別為：

1.探討區位分佈對原住民之影響。

2.原住民之居住區域及教育程度對 其收入與菸、酒

檳榔消費行為之影響。

3.試探原住民族菸酒檳榔文化對醫療保健支出的

影響。

4.如何幫助原住民進入職場穩定工作。

5.原住民教育問題之探討。

其中第四組成員包括有心理系吳旻憲、政治系賴敬

婷、三位外文系同學楊宜潔、李毓真、許子玥、及

資訊系蔡鎮偉六位同學所組成。他們首先瞭解到原

委會《107年第一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所

顯示，原住民就業者每人每月主要工作收入平均為

29,768元，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的《106年人力

運用調查報告》中之受僱就業者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平均的37,703元相較之下，發現原住民的收入仍顯

著較低。因此，他們想探討如何協助原住民進入職

場穩定工作，讓原住民可以有一份穩定及較高的薪

水，以脫離弱勢社群這個位置。

他們使用在課堂上所學的Python，分析2012年「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就業狀況基本調查」

資料庫。他們分析6個研究假設，並獲得以下6個

結論：

1.教育程度對原住民的就業是會有影響的，較高教育

程度會有薪資較高的工作

2.原住民須離開原鄉以得到較合理的薪資

3.原住民有較高比率從事不穩定的零工工作

4.原住民對政府的協助就業方式不滿意

5.職業訓練能幫助原住民更有能力去完成工作並提高

薪水

學生在資訊系電腦教室撰寫Python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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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住民身分會造成尋求工作或

是在工作上的不公平對待

他們的研究結論提到，當面對族

群不平等的問題時，政府更應盡

力消弭之，並積極透過教育及立

定法規保障族群人權的平等。這

一組的同學也將他們的期末報告

參加『全國大學校院數位人文大

數據學生競賽』，並獲得『最佳

人氣獎』之佳績。其中組員外文

系大三的楊宜潔，上此課程的心

得是『一開始，第一堂課我是陪

伴朋友來試聽這堂課，聽完選

課大綱，甚是喜歡，這堂課學

習Python後，並用Python分析資

料，探討原住民議題。在這個資

訊發達的時代，學習程式語言這

件事越來越重要，身為文學院，

並不是要把程式語言學得像資訊

人員，而是想懂一些程式語言在

未來與資訊人員的溝通會比較順

暢，若擁有一些程式語言的技

能，既是跟上資訊時代的變化，

又能成為人文社會學生的優勢。

這堂課課程內容滿豐富的，除了

學習程式，還有許多不同專業老

師來上課，讓我們重新審視原

住民的議題、AI在現今社會的發

展，我認為收穫良多!而期末報

告與蔡群立老師討論的過程，也

學習到了如何分析現有資料、如

何操弄變相等等，最後在蔡群立

老師的鼓勵下參加教育部辦的數

位人文大數據比賽，比賽的過程

滿辛苦的，因為要把整個資料從

頭好好地了解透徹，想每一句話

撰寫背後的意義與原因，可是雖

然辛苦，最終還是獲得了最佳人

氣獎!這堂課真的可以學習到很

多東西，可以以不同角度切入原

住民議題，並且學習分析方法，

很開心能選修到這堂課。』

另外，當修課同學認知到原住民

在經濟、教育、就業是屬於弱勢

團體後，社科院前院長許育典教

授也在課程上，讓同學瞭解在多

元文化國所建構的原住民教育權

保障下的原住民族教育，瞭解如

何強化原住民學生在學校教育的

主體性，並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發

展的自主權，使原住民族教育以

原住民族文化為根本，培養原住

民學生融入其本身的文化價值。

另外，心理系胡中凡老師也於

課堂上教授『人工智慧(AI)』與

『類神經網路原理』應用，以讓

同學清楚科技是無所不在，未

來A I將被運用在越來越多領域

上，為全球人類與經濟發展帶來

改變。我們也於課程上安排訓練

同學，在未來如何以自己來結合

第四組組員課堂上台報告。

社會的力量以協助原住民改善的

整體生活環境，我們也邀請業界

專家興南興廣告李宗隆總經理，

來教導同學如何以『非營利組織

經營之道』，並分組探討『如何

改善原住民教育環境？』、『如

何提升原住民部落的整體經濟收

入？』、『如何使用非營利組織

募款幫助原住民？』，讓學生學

習到更多協助原住民脫離弱勢的

具體方法。課程也安排法律系陳

宗憶老師從王光祿打獵案談起，

探討原住民相關的法律爭議。

另外，我們以透過課程的學習，

學生發覺原住民的經濟與就業的

弱勢問題後，進而創造學生參與

原住民教育與在地的關懷與傳

承，透過關心原住民以達成我們

同學的社會實踐責任。在107年

12月21日，我們課程邀請臺南市

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師生來參訪

成功大學，並參與我們當天為小

朋友設計的『當左鎮來敲門，即

開成功之門』活動。左鎮國小有

許多的平埔族原住民學童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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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共約100位同學。活動當天

由左鎮國小李智賢校長帶領學校

教務主任、5位教師及38位高年

級同學參觀成大，我們成大同學

按照課堂上自己分組報告所發覺

的原住民的弱勢議題來設計宣導

與鼓勵小朋友。

我們課程同學導覽左鎮國小師生

參訪成大綠色魔法學院、台文系

館、榕園、成功湖等，中午與左

鎮國小小朋友一起共享肯德雞；

而我們開設課程的老師們也與左

此課程的老師與同學對於左鎮國

小的付出。左鎮國小的小朋友在

活動的最後也寫下對此活動的

feedback，包括『我很感謝成功

大學的大哥哥、大姐姐，今天辛

苦的照顧我們』、『謝謝大哥

哥、大姐姐那麼用心教我們，今

天的午餐很好吃，和送我們很多

的禮物，還帶我們參訪成功大

學，真的謝謝你們 !』、『我想

謝謝大哥哥、大姐姐準備那麼多

遊戲給我們玩』等等。我們成大

的同學也非常熱忱、開心與左鎮

國小師生度過充實的一天。

鎮國小李智賢校長、主任、教師

進行一場如何協助左鎮國小的座

談會。下午我們學生設計了許多

活動讓小朋友一起參與，活動

包括了『知識小學堂』、『聖

誕節禮物』、『十字bang bang 

bang!』、『BANGGO!! ! !』、

『搶救聖誕老公公』、『小怪獸

的魔法冊-左鎮在成大』等。小

朋友都非常開心的參與活動，左

鎮國小陳容芯教務主任表示，這

是她第一次看到同學這麼專注精

神的參與活動與學習，她很感謝

我們同學與左鎮國小師生在魔法學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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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二年級謝錚奇同學修完這一門課的感想是

『當初選擇原住民大數據課的原因，是因為大數

據是最近十分熱門的名詞。我想透過這堂課來瞭

解怎樣使用Python與資料庫研究來分析社會問

題。資訊系陳副院長十分有耐心地從Python基

礎，開始教導我們，讓我們對學習的目標更加透

徹的認知。另外蔡群立老師的協助也是讓人可以

更加喜愛這堂課的原因，從一開始Python的基

礎學習時，蔡群立老師就陪著我們經歷了近兩個

月的學習，並敦促我們哪些需要注意及掌握的知

識及開始討論資料庫的使用及探討，是讓學生能

不怠惰的老師。加上後來在做期中期末報告時，

蔡群立老師都能提出問題使我們能夠學習做簡報

的技巧及用語且都能給予鼓勵，讓我們有最大的

熱誠學習課程，十分感謝所有上課老師的辛勞，

也推薦未來同學選修這堂課。另外這堂課邀請左

鎮國小來到成大專訪，這堂課教導我們的不單單

只是對電腦分析的運用，也是在認知到問題的同

時，能培養我們的人文素養，表達出人飢己飢，

人溺己溺的的高尚情操，對於弱勢的族群不單單

只是幫助他們解決當下的困難，更是要讓他們在

這個環境下有更好的未來!』。

當前的科技快速進步，大數據的時代確實已經來

臨了，根據經濟日報報導(吳育宏/20180104)『全

球平均每分鐘產生1.5億封電子郵件，而使用人口

最多的社群媒體Facebook，每分鐘收到的登錄請

求有90萬個。在這種驚人的「生產速度」下，全

球的數據量大約每兩年就增加一倍』，在具有這

多樣化型態與巨級的資料下，如何能透過技術來

整理出有效的訊息，以提供政府、產業、公司來

協助決策參考，是未來就業者必須具備的重要能

力，也是我們大學教育未來更要努力的方針。

左鎮國小的小朋友開心參與活動。

左鎮國小的小朋友活動後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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