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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理念的混合式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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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到来，数据已经成为各行业的重要资产，社会对于数据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高校成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数据科

学导论是一门涉及多学科高度交叉的新兴学科的重要基础课程。本文结合实际教学反馈，从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讨论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建设，为培养数据人才提供探索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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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数据时代到来，数据已经成为各行业的重要资产，社会对于数

据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高校成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数据科学导

论是一门涉及多学科高度交叉的新兴学科的导论性课程。旨在让学生

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发展历史、知识

结构、培养目标与要求及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相关的基础知识、

典型技术、具体应用等有直观的认识，帮助本科生认识所学专业基本

概况，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和掌握大学学习方法的入门课程。 

为进一步提高数据科学导论课程的教学质量，顺应“新工科”

建设要求，将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运用到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建设中，提出融合 OBE 和混合式教学方法

的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建设模式。 

OBE 是一种以学习结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其理念的核心由以学

生为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三大要素构成。在 OBE 理念下，教育

活动在开始之初就对学生的学习结果有清晰的构想，然后通过科学的

教学组织、灵活的课程设计来保证学习结果，同时在教育活动的全过

程保持一定的动态灵活性以便持续进行活动的调整和改进。混合式教

学就是将多种教学理论、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等进行混合的教学方法。 

融合 OBE 理念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设计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利

用信息技术，线下授课，线上自主学习相结合，以多种形式增强学

生对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价值观的提升，进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基于 OBE 理念和混合式教学的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建设模型，如

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OBE 理念和混合式教学的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建设模型 

1 教学内容  

（1）课程体系架构  

课程教学内容围绕专业课程体系总体架构，针对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导论课程需要将专业主要的知识点串接起来，既要从各主要课

程中抽出重点的知识进行综述性的讲解，又要兼顾各知识间的关联

关系。让学生充分了解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产生背景与发展历

史、专业特点与综合要求以及相关的完整知识体系与技能体系；诠

释了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密切相关的专业的关联关系，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等；阐述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的人才需求、工作岗位与就业情况。 

（2）课程理论内容  

根据课程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课程性质及地位，按照课程教学

大纲安排课程教学内容。首先，介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

发展历程、专业知识要求与技能 基本要求等；其次，介绍数据科学

的基本概念、数据挖掘的基本方法及大数据分析的主要技术等；接

着，介绍数据科学的基本流程、大数据技术的生态环境以及大数据

平台的关键技术；最后，基于实际项目，介绍医疗大数据与智能城

市交通大数据等实例。 

（3）专业技能体系  

专业技能体系综合考虑了社会对计算机和大数据类专业人才的

实际需求，根据已经积累的专业建设经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从数据获取到数据分析应

用整个流程的各种技术与技能。针对导论课程，不要求学生掌握所

有的技术，但学生需要能够熟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的技术路线，能

够对路线中的关键环节选择相应的技术，能够查阅资料进一步学习，

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教学模式  

以学堂在线《数据科学导论》MOOC 为基础，结合课堂教学

与在线教学开展 SPOC 混合学习模式。首先，把学堂在线教学资

源布置给学生；然后，在线下课堂教学中回答学生的问题，了解

学生已经吸收了哪些知识，哪些还没有被吸收，在课上与学生一

起处理作业或其他任务；最后，通过课后的系统总结，进一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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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高。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求，自由设置和调控课程的进度、

节奏和评分系统，学生必须保证学习时间和学习强度，参与在线

讨论，完成规定的作业和考试等，通过者将获得课程完成证书或

学分。 

3 教学方法和手段  

以学生为中心，做到从“教”课到“学”课，从“听”课到“问”

课，从“学”课到“研”课，让“考生”变学生，让教师成“导”

师，让“教材”成为“参考书”。   

(1)“授渔”法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树立学习自信心。借助“虚拟现实和元宇

宙”方式以项目为驱动引导学生游历数据科学，让学生总结数据科

学这门课程的规律、流程以及应该掌握哪些技能，结合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竞赛赛题，授给学生开启数据科学大门的钥匙，让学生自己

就能够畅游在数据科学的殿堂。  

（2）SPOC 教学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 SPOC 教学。课前，教师是课程资

源的学习者和整合者，根据学生需求整合线上和实体资源；课堂

上，教师是指导者和促进者，组织学生研讨，随时为他们提供个

性化指导，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课后，为学生定制课程，为他

们提供有区别的、力度更大的专业支持，可以增进学生对课程的

完整体验。  

（3）研讨大交流和翻转课堂相结合  

每一章节都要求学生阅读经典的英文资料，比如 Google 的三

大经典论文，介绍了 GFS、MapReduce 和 BigTable，即云计算技术

和大数据技术的开山鼻祖，并制作 PPT，在课堂进行翻转，进行讲

解讨论。  

（4）调查研究  

每一知识模块都要给学生布置课后调研题，结合当下实时热点

问题，使用数据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调查研究文字性

资料上传学堂云，同时起到课程思政的目的。  

（5）沉侵体验式编程  

通过爱数科平台，使用“拖拽式”编程，体验数据预处理、数

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数据科学基本技能，以“所见即

所得”享受数据科学巨大魅力。  

（6）项目导引  

利用泰坦尼克号案例、2012 年奥巴马总统竞选及 2017 年中央

春节文艺晚会热词图制作等案例，学生循序渐进的通过 Python 和 

Spark 程序编写，抽丝剥茧，了解数据科学技能的应用。 

4 实践性教学资源及教学条件  

数据科学导论编写了专门实验指导书，共计编写 8 讲实验，

必做 4 讲，选做 4 讲，既满足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又能通过选

做实验提升学习主动性比较强的学生的学习需求，所有实验在工

程舫进行，基本满足实验教学。充分利用网络实验资源，积极探

索头歌实验平台、阿里天池实验平台、爱数客、百度飞浆实验平

台等。完善物联网与大数据科研平台实验环境和资源，阿里 AI 数

据科学实训营—西京学院站，为优等生提供跳一跳的实验内容，

这些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登录实验平台进行提升训练。  

5 课程考核  

本课程对学生的考核办法分平时成绩（线上+线下）和期末考

试成绩组成，其中章节学习成绩（观看视频）5%+作业成绩（思

考题、讨论、调研与分析、小测验、德育思政、平时加分）25%+

课堂成绩 40%+期末测试成绩 40% 。同时通过对学习过程数据

的分析与挖掘，兼顾学生在线上交流、参与及努力程度等方面的

表现综合评定，对总评成绩做微调，以充分反映学生的付出与收

获。  

6 教学效果  

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数据科学导论》课程体系建

设项目；和阿里建立数据科学俱乐部，让学生参加阿里天池大数

据科研平台举办的龙珠训练营、两次寒假充电计划和一次天池开

学加油包等；组织第四届全国传智杯大学生 IT 技能大赛，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7 名；参加 第四届“泰迪杯”数

据分析技能赛大赛，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2 名；

获得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机器学习与大

数据应用赛项，获得国家级三等奖 1 项、国家级优秀奖 1 项；参

加陕西省电信和互联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大

数据技能竞赛获得省级二等奖 1 项、省级三等奖 1 项，优秀指导

教师 2 项。  

7 课程思考和持续改进  

课程实践受限于可选教辅资源少、教学内容系统不完善、实

验课程设备配置差等困难，在实际教学中仅基本实现通过数据科

学导论课程“引学生入专业门”、“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目

的，还有诸多遗憾。在后续的教学中，将不断总结和创新，以便

更好地实现数据科学导论课程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中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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