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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for the cours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mand for big data talen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 system architecture framework based on “dual-core tra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s proposed. This framework 
establishes two practical teaching chains, in-class and out-class, adopt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ree-mix” and “multi-exchang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updat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establishes a collaborativ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ross-over practice teaching proces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o provide methods for training high-quality and composite big data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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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大数据原理及应用》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与应用，通过分析现阶段国内外大数据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现
状，提出一种基于“双核牵引，多维融合”的体系结构框架。该架构建立课内、外两条实践教学链，并采用“三混合”和
“多互换”的教学方法，重视实践教学方法的更新，且基于立交实践教学过程，建立协同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论文旨在
提高信息科学类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大数据专业人才提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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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今社会

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并在各领域 [1-4]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大数据相关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大数据

原理及应用》作为大数据专业教育的核心课程，其地位和作

用更不容忽视，许多高校也都开设了该课程。然而，单纯的

理论教学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实践能力的要求，因此，构

建一套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2 现状分析

2.1 政策和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大数据行业正面临着全球性的人才荒，世界各国纷纷

制定大数据战略，致力于抢占大数据发展战略制高点，如美

国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英国的数据能力发展战略规

划、日本的创建最尖端 IT 国家宣言等。2015 年，中国国务

院也专门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5] 以推进

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加强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在此背景下，

中国地方政府先后制定政策以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与应用，

着力推进大数据人才培养，如《北京市大数据和云计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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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2016—2020 年）》[6]、《重庆市支持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人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7] 以及《大数据人才培养 “码

农计划”实施方案》[8] 等。近年来，世界各国已开始重视培

养大数据人才，但对数据科学家的培养仍缺乏统一认识，数

据科学的学科体系未完全建立，数据科学家的知识结构未形

成统一框架。

2.2 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和应用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对于大数据相关课

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与应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实践

教学体系的建构和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

和挑战。如在建构中存在教学资源不足、师资队伍缺乏实践

经验、教学方法单一、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等问题。在

应用过程中也存在学生实践能力参差不齐、项目管理和团队

协作困难、与行业实际需求对接不足等问题。在“互联网 + 

教育”的新常态下，结合大数据人才的需求分析，面对大数

据人才紧缺现状，培养具有实战经验的高素质、跨界复合型

大数据应用人才之路任重而道远。

3 实践教学体系建构

3.1 教学体系框架
基于《大数据原理及应用》这一核心课程的实践教学

理念，提出“双核牵引，多维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结构框

架。这一框架旨在通过工程实践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双核

驱动，结合多维度的融合策略，为信息技术类本科生提供一

个全面、系统、创新的实践教学环境。

3.1.1 双核牵引：工程实践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双

重驱动
在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中，以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

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为两大核心目标。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项目的机会，从而在实

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而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则能够使学生在掌

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提出新思想、

新方法，为工程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1.2 多维融合：实践教学体系的全面优化与提升
在“双核牵引”的教学实践中，从多个维度进行教学

的深度融合与资源整合。这些维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依托国家级研究平台和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使学

生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②产学研的融合：通过校企共建实践基地，建立产学

研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参与到企业的实际项目中，

了解行业最新动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国际视野的融合：借助海外项目管理、国际项目管

理人才培养平台，引导学生关注国际前沿技术动态，培养他

们的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能力。

④通识与专业的融合：采用“基本学分制 + 奖励积分制”

的弹性机制，允许学生在完成专业课程的同时，选择通识课

程，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

⑤教学与科研的融合：通过导师制度、学科竞赛、创

新项目等方式，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使学生在参与科研

项目的过程中，提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3.2 教学内容设计
以“大数据与信息技术融合实践教学”为目标，基于“双

核牵引，多维融合”的体系结构框架，构建《大数据原理及

应用》课程群，注重理论课与实践课之间教学内容的相互关

联和交叉融合。同时，以模块化方式构建课程教学内容，并

采取分层递进方法串接知识点。

3.2.1 课程群内容与结构
采取模块化方式构建课程教学内容，将课程内容划分

为重点讲解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基础理论模

块；介绍大数据分析处理的关键技术和工具的技术应用模

块；通过项目式学习，让学生亲自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

实践模块；鼓励学生开展创新性研究，培养其科研能力和创

新思维的创新研究模块。

3.2.2 实践教学链设计
设计“基础实验技能训练 + 项目模拟设计训练 + 专业

岗位实作训练”的实用性链条。其中，基础实验技能训练注

重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项目模拟设计训练强调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而专业岗位实作训练则旨在让学生培养其

工程系统集成能力。构建“项目驱动探析 + 企业实训实习 +

创新创业竞赛”的开发性链条。其中，项目驱动探析培养其

专业探究能力和跨界解析能力；企业实训实习则让学生提升

其工程前沿探索能力；创新创业竞赛则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

和创业激情。

3.2.3 教学实践环节与培养方式
坚持“课堂奠基、实践强化、科研引导”的系统化教

学环节，以课堂教学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实践教学强化学

生的应用能力，科研引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采取

“能力导向、分类指导、校企合作”的开放式培养方式，根

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分类指导，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交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职业发展资源。

3.3 教学方法和手段
传统的实践教学方法往往侧重于按专业设置实验平台，

按单线培养专业能力，这种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因此，提出采用“三混合”

和“多互换”的教学方法，以打破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形

成一套更加灵活、高效的实践教学方法。

3.3.1 “三混合”教学方法的实践与应用
①混合专业教师与实践导师：将专业教师与实践导师结

合起来，形成一个专业一体化的实践教学团队。专业教师负责

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实践导师则负责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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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混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在理论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而在实践教学中，则注重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混合授课教室与操作实验室：学生可以在学习理论

知识的同时进行实践操作，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和实践能力。

3.3.2 “多互换”教学方法的实践与应用
①互换教师与工程师：工程师可以为学生带来更加贴

近实际的工作经验和案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大数据在

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同时，教师也可以从工程师那里学习到

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技能，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

②互换讲授与辅导：在讲授阶段，教师主要负责传授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在辅导阶段，教师则主要负责解决学

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③互换教师与学生：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

力。同时，通过与学生互换角色，教师也能够更好地了解学

生的需求和困惑，从而更好地指导他们的实践学习。

3.4 教学过程
对于本科生而言，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

具备创新能力和就业创业的能力。为此，论文提出了一套基

于混合与转换实践教学方法的更新策略，旨在设计一套完善

的教学过程，既有利于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又有利于他

们的就业创业。

3.4.1 设计“教学—科研”的立交教学过程
实践教学穿插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学生可以在虚拟环

境中模拟真实场景下的工作情境，从而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同时，虚拟仿真技术还可以帮助学生进行风险评估和预

案制定。并行分布式模型建构：鼓励学生以团队的形式进行

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复杂的系统模型。不仅可以锻炼同学的

技术能力，还可以培养同学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力。

3.4.2 设计“职业—事业”的立交教学过程
实践教学中可以引入 CDIO 理念，以鼓励学生在实践

中体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从而培养他们的工程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此外，将 NLP 教练术应用于实践教学中，可以

帮助学生提升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和沟通能力。另外，实施

PBL 教学法，让学生面对真实的职业问题，通过团队合作

和自主探索找到解决方案。

3.5 教学结果评价
实践教学作为本科生教育的重要环节，其质量直接关

系到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因此，构建一种基

于“教学—科研”和“职业—事业”立交的实践教学过程下

的本科生和导师、校内和校外协同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对

于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

3.5.1 构建协同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构建本科生和导师、校内和校外协同的教学质量评价

机制，旨在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对实践教学质量进行全面、

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机制不仅能够激励教师不断提升教学

质量，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调

整学习方法和策略。

3.5.2 实施“基本学分制 + 奖励积分制”的弹性教学

质量评价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基本学分制保证了学生必须达到的最

低学习要求，而奖励积分制则鼓励学生通过参与科研项目、

社会实践等方式积累额外的学习成果。这种评价方法既能够

确保学生的基本学习质量，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4 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原理及应用》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建构与应

用研究是一项长期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通过明确教学目

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教学资源和完善评

价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双核牵引，多维

融合”的体系结构框架，建立课内与课外两条实践教学链，

并采用“三混合”和“多互换”的教学方法，同时重视混合

与转换实践教学方法的更新，而后基于“教学—科研”和“职

业—事业”立交实践教学过程，建立本科生和导师、校内和

校外协同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当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仍需不断探索和实践，进一步完善

和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为培养更多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的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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