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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大数据原理及应用》课程项目式教学设计与

实践研究 

王晨莎  李宇  刘丽景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本文从新工科育人要求出发，按照项目式教学法设计《大数据原理及应用》课程，重点阐述教学设计内容与实践过程，

以期为今后的同类型教学设计与实践提供实际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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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工科育人要坚持新理念、新模式、新课程，坚持

守正创新，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和措施[1]。 

《大数据原理及应用》作为一门传统工科转型升级的新课

程，其教学理念和内容、教学方法和活动还处于探索阶段。课

程以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学生为对象，以大数据相关的基础

知识和核心技术为核心，力图引导学生掌握大数据相关技术的

原理与应用。课程涉及 Linux 基础、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多语

言编程设计、数据挖掘算法原理、网页前端设计等内容，知识

范围广，教学内容多，既有理论，又需实践，传统的教学方法

难以满足本课程的教学要求[2]。 

项目式教学作为一种工学结合、任务驱动、目标导向的新

型教学模式[3]，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实施一个完

整项目工作而实施教学活动。《大数据原理及应用》课程通过

借鉴项目式教学法的设计与实践，重构课程教学内容、融入案

例教学、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师生互动和合作，有助于课程目

标的达成。 

2 教学方案设计 

在项目式教学中，将一个大项目进行拆解和整合，确保项

目涵盖课程的知识和技能。 

1.明确教学目标，选择项目并拆解 

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梳理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技能

点，构建认知型的知识体系。选择与课程主题相关、难度适中

的项目，即某市天气分析及预测探索性分析项目为例，以教学

目标为导向，将项目进行拆解和整合。项目分解的细致，对于

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教学管理和控制越有利，以便学生能够逐步

完成。但过细的分解造成学生对于项目的认识不完整，学生往

往因任务繁多而畏难情绪加重，因此，本项目综合考虑拆解为

5 个子项目。 

（1）搭建大数据处理平台 

Hadoop 基于 Java 语言开发，首选运行在 Linux 系统之上。

围绕 Hadoop 开发环境的搭建，安装 Linux 虚拟机并配置 Java 环

境。大数据集群结点间的频繁通信，需借助 SSH 免密码登录，

将目标节点的公钥添加到本地节点的信任密钥列表中，获得授

权。再进行 Hadoop 本地模式的安装，伪分布式配置修改

core-site.xml 文件和 hdfs-site.xml 文件。最后，通过词频统计任

务验证伪分布式 Hadoop 集群可用。 

（2）采集数据并预处理 

大数据技术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借助大量数据作为实验材

料，而数据被称为“软黄金”资产[4]，其资源价值巨大。为获取

大量真实数据，采用计算机+网线，即可实现网络爬虫，是一种

低成本快速有效的数据获取方式。利用当前热门的 Python 语言，

编写爬虫程序，对目标网页的有效主题进行提取分析，爬取大

量真实数据。获得某市近一年天气的所有相关数据，并进行预

处理，保证后续数据分析的质量。 

（3）数据计算和数据存储 

Spark 相较于 Hadoop 平台的 MapReduce，其计算效率和优

势显著。Spark 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需要从存储系统中读取数

据，HDFS 作为 Hadoop 生态系统的默认存储系统，可以提供稳

定、可靠的数据存储服务。在 YARN 上部署 Spark[5]，让两个框

架共享一个集群和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因此，在子项目 1

伪分布式 Hadoop 集群搭建完毕的基础上部署 Spark 计算框架。 

HBase 具有海量存储、列式存储、高并发、稀疏性的优点，

为大数据存储提供强大的支持[6]。子项目 2 获取的 5 万多条天气

数据经过 Spark 计算，结果存储在 HBase 中。在安装 HBase 之

前，确保已经正确安装和配置 Hadoop，确保版本兼容。 

（4）大数据分析环境和算法实现 

Scikit-learn 作为 Python 的第三方库，能够提供丰富的机器

学习算法和工具[7]。其 API 简单易用，学生可以轻松地入手实践。

以入门级的鸢尾花数据集为处理对象，实现分类、回归、聚类

算法，让学生初尝机器学习的魅力，了解机器学习的基本流程

和常用算法。同时，调用 HBase 数据库中的房天气数据建立模

型。 

（5）数据可视化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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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born 以 matplotlib 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学生在已有编

程基础上，更方便创建复杂图像和美观视觉效果[8]，使得受众更

加清晰理解数据特征。将子项目 4 中建立的模型进行可视化图

表展示。 

2.整合子项目并制定实施计划 

拆分子项目之后，需要将子项目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整合的过程中，要确保各个子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清

晰，形成一个连贯的学习路径，即图 1 所示。 

子项目2

Python网络爬虫

数据预处理

目标网站解析

子项目1

SSH免密登录配
置

Hadoop本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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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虚拟机安
装

Hadoop伪分布式
配置

Hadoop平台上词
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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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安装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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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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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上部署
Spark

子项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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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回归、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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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HBase中天气
数据建立分析模

型

安装机器学习库
Sickit-learn

子项目5

练习使用
Seaborn对天气
数据的分析模型
进行可视化呈现

安装可视化库
Seaborn

利用Spark计算
天气数据、存储

到HBase

大数据平台
Hadoop开发
环境搭建

采集天气数
据

完成大数据
计算框架
Spark和

NoSQL数据库
HBase的安装
和配置

安装并使用
Sickit-
learn

进行大数据
分析

安装并使用
Seaborn进行
大数据可视

化

 
图 1 项目学习路径概览图 

根据拆分和整合后的项目，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包括每

个子项目的具体任务、时间安排、所需的资源等。 

3 教学实践过程与反馈 

按照上述项目式教学法的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教学实施过

程。 

首先，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大数据课程中理论知识是

基础，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通过项目学生可以

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 

其次，强调知识结构的系统性。明确项目目标和预期成果，

分解为各个子项目、子任务，学生在逐步完成的过程中构建完

整的知识体系。大项目的分解可以在不同里程碑上增强学生的

自信心，小目标实现带来的成就感让学生感到充满激励。学习

路线的明确能确保学生在整个过程中不迷失，沿着知识结构脉

络不断前行，更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 

再者，引导学生分组进行主动探索。一改往日传统的“教

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为课堂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并增强学

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探索过程中，同学们不断验证并修正实

践方法和步骤，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必要时给

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 

同时，作为教师，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对项目进行必要

的调整，以确保项目能够有效地覆盖课程的知识和技能。关注

学生在过程中的表现，引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评估他

们在实践中的表现和技能掌握情况。了解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情况，对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反思和改进。 

4 教学评估与总结 

课程采用项目式教学以来，经过两个学年的实践和应用，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根据麦克斯教学质量管理平台相关统

计数据得知，2022 年课程有 4 个线下课堂，学生评价应评人次

197 人，已评人次 172 人，参评率 87.31%，得分 88.87；2023

年课程有 3 个线下课堂，学生评价应评人次 115 人，已评人次

61 人，参评率 53.04%，得分 90.79 分。 

学生的反馈如图 2 所示，学生评教内容有：“注重教学和

案例分析”、“思路清晰、环节紧凑、重难点突出、设计合理”、

“根据知识结构特点，重点突出、曾测分明，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体现知识结构，突出学生活动设计，课堂结构完整”

等。说明项目式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

高学上的学业表现和综合能力。 

 
图 2 麦克斯教学质量管理系统（截取部分） 

5 结束语 

项目式教学注重实际应用、主动学习、个性化学习、技能

培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等，受到学生的欢迎。 

项目式教学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项目式教学实施难度大，需要学生在课外投入较多的

时间和精力，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无法适

应项目式教学的方式，需要采取其他教学方法来弥补项目式教

学的不足。项目式教学需要一定的教学设备和资源支持，需要

具备较高的教学管理能力，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学生的有

效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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