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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

进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科

研院所都在进行全方位布局，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国

家治理能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重要力量。公安部党委带领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审时度

势，立意谋划，将“科技兴警”作为重大战略部署强力推

进，大力推进数字警务、智慧公安建设，以实现更高水平

的公安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大力建设“雪亮工

程”和“平安城市”，实现对各类犯罪隐患的敏锐感知和

准确预警，为精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科技支持和

数据保障。相应的公安机关基层所队也急需大量具有扎实

的警务数据技术的科技人才，维护我国网络空间安全和社

会稳定。

全国公安院校在培养学生数据警务的意识，锻炼学生

搜集、处理、分析警务数据的能力，培养学生运用相关的

大数据技术从警务数据中挖掘有价值信息情报的能力，提

升学生信息化侦查的素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数据警

务》课程以公安信息化为核心，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视频技术、数据挖掘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警务信息“强度整合、高度共

享、深度应用”的警务发展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培养一

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公安铁军提供必

要的理论知识和实战技能。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重要环节，

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作为刚刚诞生的数据警务类课程在实验教学还

存在一些问题，如实验内容混乱、教学资源不足等问题，

制约了实验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本文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探讨《

数据警务》课程实验教学的设计与实现。

2　数据警务实验教学设计

数据警务实验教学的关键在于引入大量真实的数据案

例和实战模拟，在课堂上进行数据分析、案例讨论和实际

操作，让学生通过实际的数据和情境来了解警务工作的特

点和挑战。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

实战中培养学生的应对能力和判断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实践能力。我们设计了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

实验。基础实验主要涉及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基础知

识，综合实验则结合智慧警务的实际需求，设计一些涉及

多个知识领域的实验项目；创新实验则鼓励学生自主选

题，发挥创新思维，探索新的技术和应用。

为了贯彻教育部“两性一度”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体

现科技前沿性和时代性，实验设计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

实现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能力，

达到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的教学效果。实验设计增加了实

验案例的难度和复杂度，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遵循由易到难，由单一功能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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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具有警务实战特色的7个实验场景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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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原则，开发设计了如下7个实验场景，均和警务实战

活动相关，做到理论联系实战，知行合一。

7个实验场景的逻辑关系如图所示：（见图1）

这和地方院校注重原理展示和数据分析有所不同，该

项目基于警务实验场景设计，实现了学生提前进入警察角

色，解决理论和实战脱节的问题，更好地熟悉公安业务，

具有应用创新性和实战代表性。

实验1.警务数据采集设备的使用；

实验2.警务大数据的预处理实验；

实验3.基于警务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实验；

实验4.机动车车牌智能识别实验；

实验5.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实验；

实验6.网络舆情的分析、应对与处置实验；

实验7.警务大数据云平台的综合使用。

通过本课程的7个动手实验，使学警熟悉数据挖掘分类

算法，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掌握神经网络模型的构

建与优化改进方法，锻炼学警大数据收集、处理、分析能

力，提高运用相关的大数据技术从警务大数据挖掘有价值

信息的能力，为信息化侦查提供智慧警务的思路和方法，

为他们从事公安信息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3　具体实验场景设计

3.1　警务数据采集设备的使用

了解对讲机、执法记录仪和警务通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

理，学习和掌握它们的功能特点、使用方法和应用场景，

强化证据采集与保全意识，准确掌握采集音频信息的技

巧，提升获取电子证据的能力，熟悉电子数据上传公安云

的工作流程，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为他们将来在执法执

勤过程中使用数据采集设备打下基础。

3.2　警务大数据的预处理实验

糟糕的数据会带来错误的决策，数据的预处理非常重

要。本实验对警务大数据中存在的不完整、含噪声、不一

致和冗余的脏数据进行预处理，使学生熟练掌握对数据进

行清洗、规约、转换、分析和集成的常用方法，实现对结

构化数据进行规范化预处理，既保障数据信息不丢失、不

失真，又满足系统要求的数据格式需求，为下一步的数据

挖掘和分析提供优质数据基础。

3.3　数据挖掘算法实验

数据挖掘是指从数据库的大量数据中揭示出隐含的、先

前未知的、并有潜在价值的信息的过程。它可以从海量数

据中挖掘出我们感兴趣的行为模式，发现犯罪分子违法犯

罪的蛛丝马迹，帮助我们做出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数据

挖掘系统软件集成了大量能承担数据挖掘任务的机器学习

算法，可视化展示算法执行过程和不同的优化方法，帮助

学生理解数据的分类、回归、聚类和关联规则等算法的思

想原理和优化策略。

3.4　机动车车牌智能识别实验

车牌识别技术是识别车辆身份的主要手段，是智慧交通

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车牌识别在停车场和高速公路

车辆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本实验需对摄像机抓取到的车

辆图片进行清晰化处理和深度分析，通过图像采集、预处

理、车牌定位、字符分割、字符识别、结果输出等环节，

从抓拍图片中提取出车牌号中的英汉字符及数字信息，准

确锁定车辆“身份”，为智慧交通管理提供支持和帮助。

车牌识别技术是识别车辆身份的主要手段，是智慧交通

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车牌识别在停车场和高速公路

车辆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本实验需对摄像机抓取到的车

辆图片进行清晰化处理和深度分析，通过图像采集、预处

理、车牌定位、字符分割、字符识别、结果输出等环节，

从抓拍图片中提取出车牌号中的英汉字符及数字信息，准

确锁定车辆“身份”，为智慧交通管理提供支持和帮助。

3.5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实验

本实验主要研究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系统，

设计基于机器视觉的人脸图像采集系统，自己制作训练需

要的人脸数据集，设计并实现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

别系统，完成了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系统算法设

计、神经网络模型人脸识别训练和对经典算法的优化改

进，实现对人脸的检测与识别，同时提高执行效率，降低

空间复杂度。

图2  警务大数据的预处理实验 图3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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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网络舆情的分析、应对与处置实验

网络舆情管控是公安网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网民触

发的网络舆情会影响现实主流舆论，很容易酿成群体性事

件，各种舆情报告会影响了执政者的决策。本实验利用爬

虫工具下载网站数据，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算法，对网

络数据进行解释和分类，及时发现追踪网络热点问题，生

成词云图、文章摘要、舆情分析仪表板或舆情分析报告，

提交上级领导进行分析研判，便于及时采取科学有效措

施，抵制网络不良言行，正本清源、粉碎谣言，营造良好

网络环境。（见图4）

3.7　警务大数据云平台的综合使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已成为大势所趋。公安警务实战要求

学生必须掌握警务大数据云平台的操作技能。警务大数据

云平台的综合使用实验使学生提前进入警察角色，树立服

务型公安的理念，熟悉警察业务流程和工作内容，通过本

实验场景，使同学们了解警务大数据云平台所包含的功能

模块，熟悉各个子系统的工作流程，熟练掌握警务云平台

的操作方法，即时解答处理民众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提升公安业务办理效率，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

的满意度有重要作用。

图5  警务大数据云平台的使用

最后，我们优化了实验教学资源，包括硬件设备、软件

资源和教师资源。硬件设备方面，我们升级了实验室的计

算机设备，保障了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软件资源方面，

我们引入了多种开源软件和工具，方便学生进行实验操

作；教师资源方面，我们加强了教师的培训和学习，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实验教

学网站和交流平台，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交流。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数据警务实验教学改革，学生对智慧警务的实际需

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得到了有效锻

炼，实战能力和信息化侦查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使警务教

育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警务人才。同

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部分学生在实验过程

中存在数据侦查的意识没有建立、实验环境不熟悉、实验

内容无法顺利完成等问题。这些都告诉我们数据警务教育

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继续完善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

加强教师培训和学习交流活动等方式来进一步提升实验教

学的质量，共同推动智慧警务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全和稳

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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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网络舆情的分析、应对与处置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