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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本科毕业生考研人数逐年上升 [1]，从图 1 统计可以看出，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考研人数从 177 万人递增到了 341 万人，
2017 至 2020 年连续增长率都超过 10 个百分点，而录取率也持
增长趋势，但增长率相对于报考率而言较低，考研升学压力也
在逐年增加 , 从而导致有些学生付出大量精力在考研课程上。
因此，在本科阶段的培养理念也应随之改变，需要加强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文献调研、解决问题等科研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
严谨、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为学生深造打好基础。 
 

面向科研能力培养的《数据挖掘》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摘     要】 《数据挖掘》是为高校信息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针对新时期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以及学生对本课程的

重视 / 参与程度不够等问题，就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进行了教学模式探索。提出一种面向科研能力培养的教 /
学模式，并对教学内容的设计方法、课程考核方法展开了讨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揉入到教学过程的每

个环节，经验证该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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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挖掘》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讲究因材施教，需要与时俱进，每个时期、不同高校、
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尽相同，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发现问题，持
续改进，采用或选择越来越丰富的教学手段，提高教 / 学质量。
本节针对专业选修课《数据挖掘》的课程教学，对目前存在的
问题展开讨论。

1.1 升学深造比例逐年升高
由于学生为了提升就业竞争力、追求名校情结等因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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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
工程教育认证旨在为专业人才从业提供预备教育质量保证，

在毕业要求指标中 G4 明确要求学生在科学研究方面，能够基
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计算机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制定技术路线、设计实验方案、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2]。要求课程体系中相关课程教
学过程中进行针对性训练，《数据挖掘》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式与科学研究的训练方向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1.3 《数据挖掘》学生重视度不够
《数据挖掘》是计算机类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门专业选修

课，开课学期安排较晚，一般在第七或八学期 [3-4]，期间学生的
重心会放在就业和考研上，因此对该选修课的重视程度比较低，
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更好的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达成课程的教学目标。

1.4 普通高校科研反哺教学力度不够
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是一个老话题，利用教师的科研优势，

反哺教学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然而，很多高校（尤其是普
通高校）横向课题与教学结合的比较好，基础研究类纵向课题
则相对较差，而《数据挖掘》课程与之契合度较高，因此在课
程教学中，加强科研能力的培养，开阔视野是比较可行的 [5-6]。

2、面向科研能力培养的教 /学模式设计

教 /学模式的设计充分考虑课程性质、学生的积极性等因素，
采用将课前、课中、课后3个环节融入线上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
其流程与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有教师环节、线下授课环节和
学生线上 / 下学习环节 3 条线索，下面按先后流程展开讨论。

（1） 课堂：串讲本门课程的知识体系，提示学生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学习相关知识点；教师：结合科研项目，分析、
提取课题中的关键技术，凝练相关问题，供学生选择；学生：
线上学习相关知识点。

（2） 课堂：对若干实际问题进行讲解，引导学生解决问
题思路（重点）；教师：分析、总结实际问题在知识体系中涉
及的相关知识点。

（3） 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分组、分工；
分析问题、调研、提出解决方案、理论与实验验证，判断有无
改进方案，形成改进闭环，结果展示（重点）。

（4） 教师：结合相关知识点，分析与评价学生的解决方
案与结果。

（5） 课堂：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精讲与课堂讨论，分析
有无改进方案，形成改进闭环，最后进行教师、课堂、学生 3

图 1 近五年本科毕业生考研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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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各自的总结（重点）。 
3 面向科研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设计
《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内容大体分三个层面：基本概念、

数据挖掘任务以及各类数据挖掘方法（算法）[7]，其任务及方
法在 各种信息类科研项目中有较好的应用，因此可以在教学内
容的设计上融入科研思维，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深
入掌握，还可以使得科研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训练。本节以
典型的分类任务为例，说明科研思维在教学内容中的体现情况。

（1）在分类任务的基本概念以及各类分类算法的基本思想、
适用情况等内容串讲中，强化引导学生如何选择网络资源、选择
依据是什么等思路，让学生学会自行掌握各类算法细节的方法；

（2）讲解项目任务，强化引导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调研研
究动态、选择合适的算法、分析评估算法性能、切入可以改进
的关键点等思路，引导学生自行解决实际问题；

（3）典型案例讲解，强化分析、讨论、评价学生在解决问
题各个环节上的实施情况，强化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

4、优化考核方式

《数据挖掘》是专业选修课，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训
练其科研能力，因此考核的基本思想是强化过程性考核，淡化

卷面考试。过程性考核在“选择典型案例，精讲与讨论”环节
进行，成绩采用五级制，通过教师对学生案例的引导分析、讨
论与评价，由师 / 生按比例投票式打分，作为学生考核成绩。
可以提高学生对案例分析、讨论与评价的参与感，不断强化、
加深学生对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解。

5、结语

新时期科研能力的培养得到了高校的普遍重视，《数据挖掘》
教学模式在我校计算机专业进行了试点，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学习情况来看，这种方法的教学实践具有以下几个优势：（1）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显著提高，具体表现在出勤、课堂讨论发言、
线下与教师沟通情况等方面；（2）学生对科研思维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具体表现在学生毕业设计选择科研题目的比例有所提高，
设计过程特别是在调研文献、选择解决 / 改进方案等环节的表
现相比过去有了较好的提高；（3）从升学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
相对更容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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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面向科研能力培养的教 / 学流程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