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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with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ability.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big data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gap between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he limit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means,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other problems. Then, 
targe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building industry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trategy were verified through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meet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new engineering backgrou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majors, adopt flexible and diverse training models, and cultivate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contributing to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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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成为新工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培养具备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复合型人
才变得尤为重要。论文首先分析了当前大数据专业教育面临的挑战，包括课程内容与时代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教学资源与
手段的限制、师资力量的不足等问题。然后，提出了针对性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对策，包括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
学、构建行业合作平台、促进师资队伍建设等。通过对比案例分析，验证了所提策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研究认为，为适
应新工科背景下的教育需求，高校应重视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采取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实际
操作能力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才，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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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在的社会中，学习和运用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

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技术能帮助各种行业更好更快地发

展。但是，教育系统在教授这些内容时面临一些问题，比如

课程内容跟不上时代发展，学校和公司之间合作不够，缺乏

好的教学资源，以及需要更多有能力的老师。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议，比如改进课程设置，增加实践

学习的机会，加强学校与公司的合作，以及努力培养更多优

秀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在这种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可

以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成为未来社会需要的新型、有创意

的人才，从而帮助国家在经济和信息技术方面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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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工科背景下的大数据专业建设挑战

2.1 课程内容与时代需求的差距
在新工科背景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课程

内容与时代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是当前高校在专业

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1]。当前的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领域飞速发展，新技术、新工具和新方法层出不穷。

许多高校的课程设计仍然相对滞后，未能及时更新和调整，

缺乏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的灵活性。这种现状不仅阻碍

了学生对前沿技术的掌握，还限制了其在实际工作中的竞

争力。

传统的课程内容多以理论学习为主，实践环节相对较

少，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难以迅速适应职场需求。大数据应用

领域涉及的数据处理、分析及可视化技术极为复杂，这些技

能的获取需要通过大量的实操训练来实现。现有课程体系普

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学生难以通过课堂学习全面

掌握所需技能。

行业需求的变化也要求课程内容不断更新。例如，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新兴技术迅速成为大数据应

用的核心领域，要求学生在这些领域具备扎实的基础和应用

能力。但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仍停留在传统的数据管理和

数据分析阶段，未能引入和整合这些新兴技术，使得学生难

以满足行业最新需求。

课程内容与时代需求的差距还体现在培养目标上。当

前大数据领域强调跨学科融合，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数据处

理和分析能力，还需具备行业知识和应用能力。部分高校在

专业设置上尚未充分体现跨学科融合的特点，课程内容仍局

限于计算机科学或统计学等单一学科，学生难以获得全面的

知识体系和实际应用能力。

为缩小课程内容与时代需求之间的差距，高校需要定

期评估和更新课程，增加实践环节，强化跨学科融合，并不

断引入新兴技术的教学内容，以满足行业和社会的多元化

需求。

2.2 教学资源与手段的限制问题
在新工科背景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建设

面临着教学资源与手段的限制问题。教学设备的更新速度

往往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许多高校的实验室设备陈旧，

难以支持前沿技术的实际操作教学。教学内容数字化程度不

高，缺乏合适的在线教学平台，难以为学生提供灵活的学习

途径。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导致学生动手实践机会有限，影响

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教学手段单一，传统授

课模式难以满足数据科学领域对综合应用能力和跨学科知

识的高要求，教学效果难以保障。

2.3 师资力量的不足与挑战
师资力量的不足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面

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当前高校在大数据领域具备丰富教学经

验和科研能力的教师数量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

求。多数学科交叉性质突显，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数据

科学理论功底，还需具备实践经验，能够指导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部分高校在国际化方面也存在差距，缺乏具有国际视

野和交流能力的教师，这些因素都对新工科背景下大数据专

业的人才培养构成了严峻考验，亟需高校加强在师资建设方

面的投入与支持。

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与人才培
养对策

3.1 课程体系优化策略
当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面临着内

容与时代需求脱节的问题。为增强专业的适应性，有必要

对课程体系进行系统优化 [2]。课程体系的优化需从多个方面

入手。

需要引入前沿的、实践性强的课程内容，确保课程内

容能够紧密跟踪大数据技术的最新发展动向和产业需求。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掌握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可视化及应

用的全流程技术，涵盖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

核心技术，培养学生在数据驱动决策中的实际操作能力。

针对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课程设计应注重模

块化，实行基础课与专业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模式，

保证既有系统性又具灵活性。基础课重点夯实数学、统计学

和编程等基本理论，专业课则深入探讨数据分析与大数据技

术的具体应用。选修课的设置应灵活多变，能够根据学术发

展和行业动态进行调整，以适应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

为适应新工科的需求，课程体系中有必要引入跨学科

课程，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知识积累与综合应用能力。可以结

合经济学、管理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帮助学生将数

据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实际问题，提升其在复杂情境中的决

策能力。

课程评价体系的优化则至关重要，传统的应试考核方

式应被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所取代。通过项目制学

习、开设实践课题，学生能够在真实的项目中检验所学知识，

并积累实际操作经验，从而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2 加强实践教学的方法
加强实践教学是提升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校企合作能够提供丰富的实践平台，

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通过企业实习、项目

合作等方式，提升实际操作能力。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建设

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动手实验机会，系统地学习与掌握数

据分析工具与技术。虚拟仿真实验作为一种先进教学手段，

可以模拟真实的产业场景，使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践操

作，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竞赛、Hackathon 等形 

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各

类大数据竞赛，提升实践经验。开设跨学科合作课程，结合

数据科学与实际行业需求，有效解决多学科交叉问题，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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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人才。加强校内外导师制度，邀请企业专家、行业精

英，以讲座或校内授课方式，传授最新行业动态与实践经验，

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指导与帮助。通过多种途径的实践教

学，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

3.3 构建行业合作平台的重要性
行业合作平台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建设中具

有关键作用。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可以接触前沿技术与真实

项目，提升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行业资源的引入有助于

优化课程内容，确保教学与产业需求同步发展。高校与企业

的紧密合作还能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战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3]。

4 策略实施的效果与分析

4.1 对策实施前后的专业建设对比分析
实施策略前后，大数据专业建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显

著变化。在课程体系方面，优化策略实施后，课程内容与时

代需求的契合度明显提升。引入具有前沿性的课程模块，增

加了数据分析与处理、机器学习等新兴领域的教学内容，使

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改进课程设置，

增强课程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全

面地掌握专业知识。

在教学资源与手段上，通过加强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建

设，如引进大数据处理平台和云计算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实践操作的机会。在线教育资源的丰富和虚拟仿真实验

室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师资队伍

建设，通过引进高水平的学术和产业专家，提升了教师的整

体素质与专业水平。教师职业发展培训的常态化，使教师能

够持续更新知识结构，紧跟行业发展步伐。

行业合作平台的构建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和

就业渠道。通过与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真实项

目的联合教学和实习，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就业竞

争力。企业导师的参与使教学内容更加符合行业需求，课程

案例更加贴近实际应用。

对比分析表明，策略实施前的专业建设存在课程内容

陈旧、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而实施后专业

建设质量显著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也得到明显

增强。这不仅验证了策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也为进一步优

化专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4.2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分析
实现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建设与改进，对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都带来了显著提升。优化后的课程

体系通过新增实践课程和案例分析，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前沿

技术，具备了数据处理、分析和决策的实际操作能力。加强

实践教学促使学生在真实项目环境中锻炼了团队合作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构建的行业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宝贵

的实习和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

中，增强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前景。师资队伍的建设也

对学生的培养质量有直接影响，通过引入行业经验丰富的专

业人士，学生获得了更具实战意义的指导。实施这些策略后，

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类竞赛和科研项目中的表现显著提高，论

文发表数量和质量均有所增加。调查显示，毕业生对新课程

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明显上升，多数毕业生在就业市场

上的表现更加突出，雇主对其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意识给予

了高度评价。

4.3 面临的新问题与未来趋势预测
尽管策略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面临若干新问

题。随着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原有课程体系需不断更新和

优化，以适应新技术的变化。实践教学中软件和硬件资源的

快速迭代带来管理和资金压力，需持续投入和更新。教师需

要持续学习和提升自我，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技术需求。未来，

这些问题将成为大数据专业深度发展的重要挑战，预测应加

强跨领域合作、建设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以应对不断变化

的教育需求和技术趋势。

5 结语

这篇研究是想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教授有关数据科学

和大数据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对我们做决定很重要。研究

发现现在的教学有些问题，比如课程有点老了，老师和教学

资料不够。所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来改善这个情况，包

括更新课程内容，增加动手实践的机会，和企业一起合作，

以及培养更多懂得大数据的老师。通过一些例子，研究显示

这些建议是有效果的。可是，因为科技不停地在变化，我们

教数据科学的方法也要不停地更新。未来，我们要找到更好

的教育方式，和企业紧密合作，更新我们学的知识，鼓励创

新和团队合作，也要学会多个学科混合在一起，这样我们解

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我们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要跟上时代的

步伐，不断改进教学，这样我们就能培养出既懂得理论又会

实际操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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