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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为例

王  苗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404130

【摘  要】立足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需求及人才培养目标，针对该专业课堂教学质量存在的问题，以“数据

挖掘概念与技术”课程为例，提出通过课堂教学问卷、调研、实践操作、考试分析等方式，总结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从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如课堂实践、理论案例教学、学生分组讨论）等方面分析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策略。为地方性本科

院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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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mproving Strategy of Teaching Quality
—— takes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Miao Wang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4130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demand and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the profess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problems, to "data mining concept and technology" course as an example,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classroom teaching questionnaire, research, practical operation, examination analysis, summarizes the reasons of the poor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from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classroom practice, theoretical case teaching, student 

group discussion) analysis of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strategy.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in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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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需求

1.1 数据时代需求

目前，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

数据价值的凸显和数据获取手段、数据处理技术的改进

是"大数据"爆发的根源。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

识到数据爆炸性增长带来的隐患问题，也明白数据决定

着企业的未来发展，数据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而随

着数据生产要素化，数据科学、数据科技的不断发展和

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及应用，一场大数据革命正在进行，

它将带动国家战略及区域经济发展，智慧城市建设，企

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及个人工作、生活等各个领域的

创新和变革。

我国也在大力推动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推进数据

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这是我国

首次提出推行国家大数据战略。我国已进入创新驱动转

型的新阶段，需要发挥信息和数据的作用来促进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而如何真正应用好大数据，发挥大数据的

威力，是当前所有人都在共同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1.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需求

大数据的运用需要在数据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而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正是集合这些理论的专业学

科。该专业主要开设：数学、C程序设计、数据挖掘技

术、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计算机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Java语言程序设计、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大数据算法、

人工智能、应用统计（统计学）、大数据机器学习、数据

建模、大数据平台核心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处理、大数

据管理、大数据实践等课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掌

握计算机理论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从大数据应用的三个

主要层面（即数据管理、系统开发、海量数据分析与挖

掘）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大数据应用中的各种典型问题

的解决办法，将领域知识与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技术融

合、创新，从事大数据研究和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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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①从国家政策支持来看，大数据产业支持力

度还是很大的，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产业一直持续高速发

展；②大数据覆盖全行业，如保险、金融、出行、购物、

医疗等各个领域，并且大数据在细分领域的应用还不足，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领域应用。③大数据行业人才需求量

大，目前国内人才缺口达到100万+，随着人工智能、物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才急剧增加。面

对这样的大环境，国内各大高校陆续开设大数据学院和

大数据相关专业。

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教学存在问题

要达到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使该专业毕业生能顺利进入企业开展相关的数据处理与

实践，关键是提升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专

业学习效果。尤其是理论结合实践的课程的教学效果。

如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数据挖掘、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

以《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课程为例。目前，学校

开设的《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课程采用分班教学（87

人）的组织形式。课程设置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共64个

学时，其中理论学时占据40学时，实践占据24学时。理

论教学在普通的多媒体教室（只有老师一个多媒体电

脑），实践教学在统计实验室（机房）。在理论教学过程

中，由于课程中涉及的概念比较抽象，且知识点繁多，

学生专业基础及背景认识不足，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

久而久之容易失去学习兴趣和动力，学习积极性降低。

同时，教师在教授学生理论知识过程中，很多都是

需要依托实验案例讲解，但是理论课程的教学环境下又

难以实现对实践案例的举例和验证，即便可以在教师自

己的多媒体上开展案例解说，但是频繁的理论知识和实

验案例之间的切换，学生只能通过快速回忆上一个环节

的教学，难以追随老师的步伐。这对学生提出了很大的

挑战，学生接受知识的难度大大提高，而效率却大大降

低。教学效果不佳。

因此，十分有必要开展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的研究。

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举措

经过前期调研可知，地方性本科院校《数据挖掘概

念与技术》课程教学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课程中涉

及的概念比较抽象、知识点繁多，通过实践案例教学过程

中，受限于理论课程的教学环境（多媒体1台），在讲解

时难免会经常出现理论知识和实验案例（软件程序）之间

的频繁切换的问题，实践案例教学难以很好实施。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合理安排学时”、“教学方法

创新”、“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等举措。在该专业课程

实践教学过程融合理论教学，使学生在实践基础上加深理

论知识的掌握，培养自主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1）合理安排学时。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理论知识体系较大，

但是其计算机实践又是十分关键，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

如何合理安排学时对该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十分关键。

尽可能详尽介绍理论知识而使得理论学时占比大，会增

加教学难度，降低教学效果，而反过来实践学时占比大，

则理论教学学时紧张，同样影响教与学效果。因此，在

充分分析其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性本科院校条

件，合理安排学时，是提高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2）教学方法创新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由于是一门新时代下孕

育而来的新专业，教师教学处于探索阶段，借鉴传统专

业课程教学，效果往往不一定理想。因此，需要开展教

学方法创新。如，开展课堂实践，在理论课堂中穿插实

践环节，避免计算机实践知识的理论化教学。再如，开

展学生分组讨论，在理论知识讲授完全后，让学生自行

分组实践，学生在琢磨理论知识的同时，学会运用理论

知识，效果较好。

（3）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兼具数学和计算机

学科的特点，理论知识与计算机编程实践同步，在教学

过程中，不能仅当作理论课程并以理论课程模式来教学，

也不能当作实践课程以实践课程模式练习。若是分成理

论和实践两部分教学，在理论课堂教学过程中，实践知

识只能课堂展示，学生没有实践动手，印象不深；而在

实践课堂中，没有理论知识的铺垫，很多实践过程只是

重复操作，学生的理解不够。因此，需要开展理论和实

践一体化教学方式。理论教学同时，加以学生实践，对

该课堂知识的内容掌握都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教学过

程，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培养其创造

力。比如，组织鼓励并带领学生参加数据分析类的竞赛，

通过实际操作完成命题，达到技能的锻炼。或者鼓励学

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通过数据科学方法，运用数据

分析工具，解决实际科研问题，也是一种实践教学。积

极组织开展毕业论文，理论和工程应用结合，实现产学

研结合。综合各种方式，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优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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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4  结束语

数据时代对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的需求日趋迫切，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也随之在各大高校陆续开设。

对于这一新专业的课程教学，由于专业课程性质、人才

培养目标的差异，其他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的直接照搬硬

套已然不适用。由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兼具数

学和计算机学科特点，课程概念抽象，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受学时限制，案例理论化教学而非实践教学，学时学

习效果较差，教学效果不佳。

地方性本科院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教学应

根据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合理安排学时，教

学方法创新、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等策略。即，1）在有

限课时限制下，尽量平衡理论和实践教学课时，避免学

时分配不均引起的教学难度增加和效果不佳；2）开展理

论课堂中穿插实践环节、学生分组讨论和实践等教学方

法创新，提升教师专业课程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专业学

习效果，避免生搬硬套传统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3）开

展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方式，避免理论课堂教学无实

践环节而印象不深，实践课堂教学缺乏理论知识铺垫而

理解不够的问题。为地方性本科院校培养大数据时代下

大数据科学与技术人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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