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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推进，如何培养大数据人才成为大数据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河南科技大学为例，

分析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师资队伍

四个方面建立并探索“政产学研 + 创新创业”相融合的“学院 + 书院”双院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为

同类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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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how to train big data talents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field. Taking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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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alent training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majors, and establishes and explores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ollege plus 
academy” which integrates “government,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plu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four aspects: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ystem,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eaching staff,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talent training of similar un-
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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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规模巨大的数据分析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成为当今互联网的三大关键技术，但是如今社会上相当缺乏大数据人才。2016 年，教育部审批

通过我国第一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这代表了我国高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的正式开端[1]，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贺信中关于发展大数据产

业的重要指示引起各界热烈反响[2]。由此可知，国家非常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为了满足社会各界

对于大数据人才的需求，全国各大高校积极申请设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截止 2021 年 2 月，

全国共有 730 所高校设立此专业[3]，因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是新兴的专业，所以如何培养出适合

社会发展的大数据人才是各大高校急需解决的问题，采用何种模式培养人才也需要经过不断地探究与

实践。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对该专业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左文涛等人[4]从贯穿

课程思政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教师发展的路径和机制等多个方面探究了人才培养的模式；徐

军等人[5]以蚌埠工商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为例从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等多个方面研究了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建设路径；吴舒展等人[6]结合湖北工程学院的实际情况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方面提出要求，提出构建“1 + 1 + X”人才培养模式；张俊丽等人[7]采用 OBE 理念研究了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学科培养目标、学生的毕业条件等方面的构建思想，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本文以河南科技大学的实际情况为例，主要解决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不系统、不完善和实践检验不充

分等问题，完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加大校企合作的力

度，拓展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应用实践，建立一个既有自身特色又可复制推广的综合型高等院

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2. 数学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从大数据应用的系统开发、数据管理、海量数据分析与挖掘三个方面出

发，分析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学习大数据处理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8]。自 2016
年全国首次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来，不仅全国高校积极申请设立此专业，河南的各大高校

也在积极申请，截止 2021 年，河南省共有 43 所院校开设该专业(理学:工学 = 8:35)，2020 年，河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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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开始招收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学生，此专业是新兴的专业，对于该专业各方面的建设仍处

在初期阶段，因此存在着以下问题尚待解决。 

2.1. 专业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设置不合理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涉及了多个专业的交叉型学科，并且该专业是一门新兴专业，可以借

鉴的经验不多，但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的就业市场对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

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当今的社会缺乏该专业的人才，由于学校对于该专业的市场调查不够充分，导

致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包括专业知识类课程和非专业通识类课程，并且

在专业课的部分课程中存在着知识的重复与交叉，没有从多个方面构建课程体系。 

2.2. 实践课程教学的能力不足 

在我国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教学中，部分高校在该专业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上的分配

不合理，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足，如果学校不重视实践课程的教学，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

此专业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学校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资源或教学能力的

短缺会导致无法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全面型人才，无法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教学环境，这非常不利

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 

2.3. 校企合作力度不足、模式不定 

全国高校作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主战场[9]，由于校内接受过专业培养的教师比

较少，受各种条件的影响，为了培养出该专业的人才，高校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与不同的企业合

作，在企业的平台上给学生提供课程实训等，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例如实验平台能提供的课程

门类和专业知识点具有不确定性、师资力量不确定等。 

2.4. 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教学水平不高 

师资队伍的能力对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是专业建设的基础，

由于国家对于大数据专业建设的重视，各大高校相继设立大数据专业，部分教师是通过学校的培训参加

该专业的教师团队，但是大数据专业的教师对于数据操作、程序设计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较高，短期的培

训无法建立丰富的知识体系，因此目前专业课的教师存在教育理念和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等问

题，部分教师对于大数据专业并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知识结构，导致教师的教

学水平、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不高，没有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 

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为了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大数据人才，河南科技大学将与政府机构、企业合作，共同构建和

探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过程如图 1 所示。 

3.1. 制定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国家、企业、高校等对大数据技术人才的需要和学生的长远发展，结合学校学院的实际情况，

制定清晰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根据大数据产业的人才与技术需求，结合学

生的能力和兴趣，将按照数据科学和数据工程两个模块分类培养，满足学生从事大数据分析师或大数据

系统开发工程师的个性化发展需要。人才培养目标关键在于适应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需求、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具有创新意识、精神和能力，提升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强化专业人才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工程

思维能力，培养出具有大数据思维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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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ploration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图 1.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过程 

3.2. 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 

各大高校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建设中要改进并完善课程体系和知识结构，以培养多元化

的人才作为目标，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不断修订教学计划，加强基础课程建设，如数学模型、Python 编程

等，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和数学能力。同时，注重学生统计学、算法设计与编程、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等方面构建课程体系。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设置不同

的选修课程，构建分类的课程模块供学生选择，包括选修课、必修课、有限选修课等，通过以上手段，

实现各种课程形式的有机结合，因材施教。除此之外，还应当重视英语课程、心理课程和体育课程，有

助于学生阅读本专业的英文材料、缓解学生心理压力和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3.3. 优化实践教学资源、加大校企合作力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

学校需要整合校内的实践教学资源，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实验室建设，完善软硬件设施，对就业市场进

行调查，明确企业就业需求，选择合适的企业进行合作，加大合作力度，校企双方共商合作模式，坚持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现高校、政府、企业单位优势资源互补、联合培养

人才和多方受益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在大数据平台中提升专业能力。

同时可以提升专业学科竞赛的地位，参加竞赛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从而使实践教学体系多样化。 

3.4.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是强国之基，教师是教育之本。优秀的师资队伍对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具有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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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作用，强化师资队伍是培养该专业人才的关键。因此，高校应当加强教师的规范性和专业性建

设，强化教师的教学能力，打造并落实“双师型”教师，学院可以聘请企业的大数据技术工程师通过线上

或线下的方式，根据专业课程开设相关的讲座，督促学生和教师积极参加，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

另外，数学与统计学院的老师们到上海德拓等公司进行实习，对公司的生产管理知识、市场供需以及公司

的需要有更多的认识，从而得到了大数据发展的实际经验，并提升了自身的实践研究能力，除此之外，还

应该改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创新，开展相关教学、教研和实验实训活动。 

3.5. “政产学研 + 创新创业”相融合的“学院 + 书院”双院育人培养模式 

河南科技大学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创立了丽正书院和河洛书院。在对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数学与统计学院和丽正书院分工合作，协同育人，学院负责

对学生进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的专业教育，使学生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书院负

责通识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情操、健全学生的人格等，引导学生遵循社会规律，弘扬中国古代精神，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校企合作、师资队伍四个方面建立的“政产学研 + 创新创业”相融合的“学

院 + 书院”双院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促进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融合，此模式与以往单一的“双院制”

育人、创新创业教育等方式不同，它是政产学研、创新创业教育、书院和学院四者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人才培养的目标是由学院、书院、大数据企业等单位共同商讨确定的，符合大数据人才培养的要求、

特点和河南科技大学对该专业“双院制育人”、“创新创业”的实践，该模式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和实践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数据综合型人才。 

4. 结语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社会中缺乏该专业的人才，因此，如何培养出该专业

的人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河南科技大学的实际情况为例，从多个方面建立并探索“政产学研 + 创
新创业”相融合的“学院 + 书院”双院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同类综合型本科院校的大数据人才培养

和建设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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