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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据可视化的
定义与意义



数据可视化的定义与意义

• 数据可视化   是在  数据分析  的基础上将数据用  图表  的方式呈现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 图表

为什么要进行数据的可视化？



“ ”



这样是否更清晰



教师能力
1. 经过设计的图表（Charts）能更好地揭示数据之间的关系及数据背后的意义

2. 图表（Charts）展示数据更直观、更简洁

3. 图表（Charts）展示数据更有感染力、冲击力，是更有效的沟通方式

4. 传达数据信息，文不如表，表不如图

数据可视化的定义与意义



02 图表类型
选择方法



图表类型的选择方法

• 在前面的课程，大家学习了数据分析的一些方法，也接触了一些简单的图表

• 本次课程将主要介绍数据可视化的方法，重点介绍在   Excel   中如何制作
图表 （Charts）

Excel
图表

我们一起看一下
Excel中有哪些图表？

如何制作



图表类型的选择方法

“ ”



图表类型的选择方法

?
你想传达

什么信息？

对比

分布

构成

联系



• 左图只是一个大致
的指南，一种图表
可以有多种用途

• 例如：散点图既可
以展示两个变量的
关系，也可以展示
数据的分布

• 有时，需要综合使
用多种图表

图表类型的选择方法



03 图表制作
方法与技巧



左边的图表元素都可以进行个性化
的修改

1. 在图表元素对话框中打勾，显
示对应的图表元素；取消打勾
则隐藏对应的元素

2. 图表元素还可以进一步进行更
详细的设置，例如：修改系列
的颜色，修改网格线的线型、
粗细、颜色，修改坐标轴的刻
度、刻度值等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了解图表构成元素（重要！）

网格线

纵
坐
标

纵
坐
标
标
题 

横坐标

图例（系列说明） 横坐标标题

图表标题 数据标签 数据标注

图表元素随图表变化



3. 横坐标上的科目名称代表
“分类”，柱子的不同颜色
代表“系列”，分类和系列
的概念很重要，通过设置分
类和系列的属性， 可以实现
Excel图表的很多视觉效果；
分类和系列可以互相转换；
还可以动态添加系列制作复
杂的图表（例如双环图）。

4. 一个图表可以有主次两个坐
标轴

5. 多用“鼠标右键”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了解图表构成元素（重要！）

图例说明中每种颜色代表一个“系列”，上图有A、B、C、D一共4个系列(有例外，例如饼图)

网格线

纵
坐
标

纵
坐
标
标
题 

横坐标

图例（系列说明） 横坐标标题

图表标题 数据标签 数据标注

图表元素随图表变化



1. 添加数据标签

2. 调整柱子之间的空隙（50%-100%）

3. 用不同颜色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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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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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柱状图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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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区分 系列 与 分类 的概念

2. 系列可以重叠，在作图时“系列重叠”是一个很有
用的特性

3. “系列重叠”只针对多系列图表有效； “间隙宽
度”只针对多分类图表有效

4. 增加透明度，解决底层对象被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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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柱状图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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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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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条形图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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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饼图与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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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饼图一般只展现一组数据，
环图可以展现多组数据
（多个环）；多层环图可
以做出类似旭日图的效果，
展示数据之间的层级关系。

2. 颜色的搭配与灵活应用，
增强区分或比较的意图。

3. 更深刻地理解“系列”的
概念；Excel中如何在已
有图表上增加新的“系列”
数据 。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饼图与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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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双环图与旭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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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雷达图
• 默认插入的图表与调整后的图表， 哪个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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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雷达图

1. 雷达图适合同时进行多维度对比

2. 设置坐标轴参数，显示坐标轴线

3. 合理设置各数据系列的颜色、线型。希望
突出显示的数据系列用更显眼的颜色展示，
其余图例的颜色可以弱化

4. 根据需要，显示或隐藏坐标轴的标签

5. 图表设计菜单，选择显示风格（深色背景、
浅色背景）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散点图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散点图象限分析



2. 一次性选择多列数据，希望可以生成
多个箱图，每个箱图对应一个横坐标，
用学科名做标识

1. 选择一列数据，生成一个
箱图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箱型图（单分类多系列，不推荐）

语文 数学 英语
102 118 114
99 117 110.5
95 113 114

94.5 114 113
95 112 114
94 119 107
98 109 106.5
79 120 113.5

88.5 112 110.5
86 116 107

88.5 103 113.5
96 96 110

89.5 105 107.5
85.5 111 103.5
89.5 114 94
86.5 107 103.5
80.5 112 103
85 99 106
94 96 86.5
86 97 92.5

83.5 96 92.5
89 94 82.5
91 104 70.5

77.5 100 84
81.5 100 76.5
83.5 87 67.5
75.5 75 80.5
78 53 90

79.5 75 61
87 46 82

75.5 77 55.5
67.5 31 78
71.5 51 52.5
67.5 29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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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成绩
语文 102
语文 99
语文 95
语文 94.5
语文 95
语文 94
语文 98

数学 118
数学 117
数学 113
数学 114
数学 112
数学 119

…
…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箱型图（多分类单系列，推荐）



语文 数学 英语
102 118 114
99 117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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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103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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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箱型图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直方图（默认格式）



语文 分段 频数
67.5 60-70 1

67.5 60-70 1

71.5 70-80 1

75.5 70-80 1

75.5 70-80 1

77.5 70-80 1

78 70-80 1

79 70-80 1

79.5 70-80 1

80.5 80-90 1

81.5 80-90 1

83.5 80-90 1

83.5 80-90 1

85 80-90 1

85.5 80-90 1

86 80-90 1

86 80-90 1

86.5 80-90 1

87 80-90 1

88.5 80-90 1

88.5 80-90 1

89 80-90 1

89.5 80-90 1

89.5 80-90 1

91 90-100 1

94 90-100 1

94 90-100 1

94.5 90-100 1

95 90-100 1

95 90-100 1

96 90-100 1

98 90-100 1

99 90-100 1

102 100-110 1

根据成绩列，构造分段列和频数列，其中
分段列作为横坐标

如果成绩很多，分段列可以使用公式计算
频数列的值都为1，Excel会自动计数

选中分段、频数两列数据，插入
图表后，设置横坐标轴（ 直方
图的“箱” ），选择“按类别”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直方图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直方图（推荐方式）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直方图（推荐方式）

在Excel中，依次选择：数据-数据分析-直方图1 2

3

数据区：作图所需源数据

数据区：计算频数时的分
段标准

放置直方图分析结果表格
的位置

是否输出直方图

是否输出累积百分率折线图
4



输出结果
可以修改

输入区域

接收区域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直方图（推荐方式）

“ ”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 直方图（推荐方式）

（a,  b]
接收区域左开右闭



良好率
56.6%

数学测试良好率

数据：良好率 56.6% 

图表制作方法与技巧-水滴图Tips（拓展）



04 数据可视化
进阶应用  



1. 使用一种图表中无法完全达到可视化需求，怎么办？

ü 在一个图表中综合使用多种图表类型。

2. 如何让图表能够更有效的传达信息？

ü 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添加、重构数据（构造数据）。

数据可视化进阶应用 

组合图表 构造数据



l 在一个图表中，同时使用了两种以上的图表类型

来可视化一组数据

l 注意选用合适的图表类型。选得好，组合图表更

易懂，否则，可能会产生画蛇添足地效果

l 越简单的图表类型越适合用于组合图表，例如

进阶应用-组合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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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月考情况图
姓名 月考1 平均分

学生三 441 463.4
学生五 443 463.4
学生十 443 463.4
学生九 455 463.4
学生八 456 463.4
学生二 460 463.4
学生七 469 463.4
学生一 478 463.4
学生四 487 463.4
学生六 502 463.4

进阶应用-组合图表（柱形图+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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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应用-不被数据欺骗或误导



姓名 月考1 平均分

学生三 441 463.4

学生五 443 463.4

学生十 443 463.4

学生九 455 463.4

学生八 456 463.4

学生二 460 463.4

学生七 469 463.4

学生一 478 463.4

学生四 487 463.4

学生六 502 463.4

平均分 463.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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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应用-组合图表（条形图+趋势线）



进阶应用-主次坐标与坐标轴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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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平均分 ≤平均分 平均分
学生一 478 #N/A 463.4
学生二 #N/A 460 463.4
学生三 #N/A 441 463.4
学生四 487 #N/A 463.4
学生五 #N/A 443 463.4
学生六 502 #N/A 463.4
学生七 469 #N/A 463.4
学生八 #N/A 456 463.4
学生九 #N/A 455 463.4
学生十 #N/A 443 463.4

姓名 月考1 平均分
学生一 478 463.4
学生二 460 463.4
学生三 441 463.4
学生四 487 463.4
学生五 443 463.4
学生六 502 463.4
学生七 469 463.4
学生八 456 463.4
学生九 455 463.4
学生十 443 463.4

进阶应用-构造数据（单系列变多系列）



2 1

7

1 2

7

1 1

10
7

2 2

16

3 3

20

3 2
6 5

18

12

2

19
23

29

11

19

35

11

49

29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题
01

题
02

题
03

题
04

题
05

题
06

题
07

题
08

题
09

题
10

题
11

题
12

题
13

题
14

题
15

题
16

题
17

(1)

题
17

(2)

题
18

(1)

题
18

(2)

题
19

(1)

题
19

(2)

题
20

(1)

题
20

(2)

题
21

(1)

题
21

(2)

题
22

(1)

题
22

(2)

题
22

(3)

题
23

(1)

题
23

(2)

题
23

(3)

试卷分析图

差错人数 难度值

进阶应用-发现数据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05 数据可视化
总结



原始数据 选择图表 绘制图表

意图
分析

构造
数据

设置
美化

最终图表

数据可视化总结 - 数据图表制作流程



数据可视化的步骤：数据分析（基础）- 可视化作图 ；“原始数据”≠“作图数据”

图表最重要是展示数据的意义和价值。应做到简洁易懂，让人一目了然地获取信息。

虽然图表的颜值很重要，但是不能为了“好看”增加图表的复杂型。

在同一个文档里面，图表的样式、风格最好一致。 

多看多练多思考，才能提高数据可视化的能力。

数据可视化总结 – 注意事项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