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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数据已成为国家重要的

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各
方面。目前大数据人才培养的挑战在于，大数据和云计算范式
的许多工具和技术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许多院校围绕这些指
导方针和要求开发计算机科学课程，因此无法将这些当代主题纳
入密集课程的核心课程。特别是目前很多高校的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专业属于计算机大类，到第四学期甚至第五学期才能进入真正
的专业课程学习，同时一些其他计算机大类专业也要学习大数据
类的基础知识，所以相关主题需要整合到计算机本科课程的多个
核心课程中，而不是创建额外的独立核心课程或选修课程。

本文正式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考虑将大数据和云计算概念和
技能的覆盖到未来从事大数据方向工作的计算机类本科生，专业
教师需要更多地、逐步地对学生进行辅导，并且应将大数据相
关知识和技术整合到课程的多个核心课程中，特别是计算机大类
基础课。所以本研究探讨了在计算机大类的平台课中开发一系列
简短、独立的学习模块，使得传统的课程覆盖范围适应大数据从
业者的需求。

2　模块详细信息
建议的模块设计为简短，并倾向自主学习，这样更容易操

作。因此，每个模块跨越两个课时（大概90分钟），包括具体的
学习目标、课堂讲稿和评估资源。评估资源包括测验问题、教程、
示例程序、实践项目等。这些模块预计将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第
一节课通常用于讨论新概念和技术，第二节课用于向学生介绍动
手项目以及完成项目所需的必要工具和资源。还有一类课下作业
项目包含多个任务，通常有给学生两周的时间去自己完成。

2.1“计算机硬件基础”（CH）模块
本模块整合到“计算机硬件”类课程中，旨在让学生了解虚

拟化和云计算基础知识。在我们学校，这是计算机科学、软件工
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共同基础课，大部分是大一和
大二学生。具体的学习内容是：

（1）认识云计算的关键特性、技术、优势和挑战。
（2）认识Linux系统的初步认识，和基础的操作shell命令。
方法：首先对云计算重要特性的进行初步讨论，如可伸缩性、

按需访问、可测量服务和弹性。同时解释资源共享和虚拟化，还
有其重要方面如：迁移、分时、隔离等。还要探讨在企业内部利
用云服务的好处以及采用相关技术所需要迎接的挑战，如数据机
密性、性能不可预测性；介绍Linux和shell命令的基本知识。

2.2“算法分析”（AA）模块
本模块是为需要进行算法课程学习的学生设计的，主要介绍

流行的大数据分析引擎，如Hadoop和Spark。本课程基于已完成
数据结构课程，要求熟悉并熟练使用Java或Python等编程语言的
计算机大类学生，主要是大二的学生。

本模块的学习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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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MapReduce和Spark框架的关键特性、技术、优势
和挑战。

（2）使用Hadoop和HDFS构建基于MapReduce的应用程序。
（3）使用Spark/Hadoop平台在云平台上开发大数据分析的基

本方法。
方法：首先探讨并行计算，并介绍MapReduce框架，它可以

通过将大型数据集拆分为单独的并行处理模块来处理这些数据集。
然后用示例介绍MapReduce编程的基础知识。Apache Hadoop作为
MapReduce模型的一个具体实现，在课程中会介绍它的分布式文件
系统HDFS。同时还要介绍Hadoop集群的概念以及框架。最后，简
要讨论MapReduce编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Spark的运行环境。

这一模块的第二部分为实验课，老师需要提供一些示范和指
导，让学生跟着学。包括设置HDFS，编译和执行MapReduce应用
程序，并且基于Spark会做一个数据分析的实际案例。

2.3“数据库管理”（DB）模块
目前，许多应用场景都需要以可扩展和分布式的方式处理非

常大的数据集。为了迎接这一挑战目前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大数据
系统。数据库管理这一模块旨在让学生接触各种类型的大数据系
统，并在这些系统中集成SQL的学习。这将集成到计算机大类学
生的数据库类平台必修课，通常由大二和大三学生参加。

本模块的学习内容如下：
（1）认识重要的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BDBMS）的关键属性、

优势和局限性，如MapReduce、No-SQL；
（2）在Spark框架内使用SQL加载和查询大型数据集合的基

础实践技能。
方法：在两个学时的教学中讨论关系数据库系统的局限性，

以及各种大数据管理系统（如MapReduce、No SQL）的关键属性、
优势和局限性。

3　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将大数据相关知识和技术三个模块整合

进计算机大类的核心课程中。在计算机类学生未进入专业学习之
前就打下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一些基础，接触到这些前沿的知识和
技术，而无需开发额外的核心课程或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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