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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建设为全力探索工程人才培养和工程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给工科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要求。地方本科院校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作为新工科专业，由于成立较晚，尚缺乏成熟的课程建设

经验。为此，通过分析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的大数据人才培养要素，对地方本科院校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以期为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

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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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and the reform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also put forward new re-
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As a major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lacks mature curriculum con-
struction experience due to its late establishment. Therefore,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of big data 
talent cultivation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preliminarily explored and practiced,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
erence for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big data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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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适应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趋势，2015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重点提出大数据

技术人才培养的问题[1]。在此背景下，教育部于 2016 年开始批准设立大数据相关专业。根据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国共有近 800 所高校开设了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以下简称大数据专业)，其中大多数高校为地方本科院校，尚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新工科建设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行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国家系

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的必然需求，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以及系列文

件[2] [3]。钟登华院士在文献[4]中对新工科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并从“为什么要建设新工

科”、“什么是新工科”和“如何建设新工科”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为全力探索工程人才培养和

工程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大数据专业作为典型的新工科专业，肩负着培养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

需要的具有大数据思维、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大数据人才的重任。然而，

由于大数据专业成立较晚，专业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而言，课程体系建设作

为专业建设的核心内容还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的大数据人才培养要素，对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

业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以期为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建设提供思路和借鉴。 

2.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探索 

新工科背景下，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熟悉未来新技术对人才素养的需求，是新工科专业人才

培养的重要依据，也是地方本科院校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 

2.1.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人才素养分析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为目标，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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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推进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大数据专业作为新兴工科专业，涉及统计学、

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以数据分析与挖掘为目标[5]，注重在各行业领域中的实践

与应用。因此，该专业对人才的专业技能要求较高，既要有较强的数理统计基础，又要能够利用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的专业知识，实现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不同行业应用场景的数据分析，揭示数据内在的变化

规律[6]。 
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特点是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注重专业发展需求与地方产业的

结合，培养服务区域或地方产业发展的高水平人才。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的建设目标应结合

大数据专业的发展需求、高校自身的特色优势、地方特色产业等，培养掌握扎实的统计学、数学和计算

机基础知识和数据挖掘算法，能将所学知识与特定行业相结合，具备使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数据分析相关

问题的高层次大数据专业人才。 

2.2. 以技术发展为导向，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要求地方院校大数据专业的课程体系要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结合各院校的人才培

养目标，进行系统地梳理与重构。总体而言，大数据课程体系可分为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综

合素质教育课程等模块，包含人文社科通识课程、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

业方向与拓展课、第二课堂等课程，授工学学位的专业应满足工程教育认证的标准，强化通识教育，优

化学科基础、专业教育和实践教学平台设计。 
该专业基础课侧重于程序设计语言和专业基础方面的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侧重于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方面的课程，突出对学生大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从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分

析、数据可视化到数据应用的课程体系；专业方向与拓展课进一步丰富选修课程资源，突出校企合作理

念，邀请企业平台与企业工程师共同设计与实施教学，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内生动力，拓展学生个性化

和一定的国际视野；第二课堂侧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军事教育等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此外，还要结合行业发展对大数据技术的需求和第三方的教学质量评估报告(如毕业生就业质量、用

人单位对学生能力的评价等)及时调整课程体系和内容，形成“课程实践–评价反馈–再课程实践”的闭

环机制，使课程体系设置在一次次的教学实践与技术发展需求中不断完善，实现新工科建设培养未来多

元化、创新型的卓越大数据人才的目标。 

3.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实践——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 

河北工程大学是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河北省人民政府与水利部共建高校，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与

优势。大数据专业注重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面向京津冀区域以及

水利行业，培养数据分析与实践能力俱佳的大数据专业人才。课程体系以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在制定过程中邀请高校、大数据企业、水利行业专家共同参与，主要包括通识教育课程模块、专业教育

课程模块、第二课堂模块。其中，人文社科通识课程占比 29%，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占比 16%，工程基

础、专业基础、专业方向课程等专业类课程占比 32%，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占比 23%，满足工程教育认

证的标准，践行产出导向的工程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框架见图 1)。 
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包括思政、创新创业、体育、工具基础课程组，开设《思想道德与法治》、《大

学生创业基础》、《大学体育》、《大学英语》等通识课程，侧重于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爱国主义

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创新思维与健康体魄、良好的沟通合作等素质的培养，旨在使学生能够在大数据工

程实践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法律、文化等多维度协同发展，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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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图 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框架图 

 
专业教育课程模块包括专业基础、专业核心、专业方向拓展课程组，开设《高等数学》、《概率论

基础》、《大学物理》等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采集与清洗》、《数据结

构》、《数据挖掘》、《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等必修类和《数据可视化》、《分布式存储与计算》、

《多元统计分析》、《大数据案例选讲》、《人工智能基础》、《图神经网络》等选修类工程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类课程，强化突出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技能的培养，为学生提供从数据采集、存储、

分析与可视化一站式的课程体系，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与个性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 
此外，该模块还包括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部分(不含实验和上机)，包括《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课程设

计》、《水利大数据实践》、《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

该部分坚持“校企合作”理念，以企业实际问题为导向，毕业设计鼓励由校内导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指

导与实施，旨在培养学生基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原理对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实验设

计、分析与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的能力。该部分共 41 学分，占比 23%，符合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的规范和要求。 
第二课堂模块包括综合素质拓展、综合能力拓展、公共艺术、文化素质课程组，开设《劳动教育》、

《劳动实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音乐鉴赏》、《影视鉴赏》等课程。该模块与通识教育模

块共同构成人文社科类通识教育课程，共 53 学分，占总学分的 29%，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与劳

动态度、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素养等综合素质，能够在大数据工程实践

中理解并遵守大数据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职业责任。 

4. 结语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为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承担着地方经

济发展需要的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重任。本文通过分析新工科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要素，按

照新工科建设与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特点，以河北工程大学为例对地方本科院校大数据专业的课程体系

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以期从跨学科交叉融合、课堂项目相结合、校企协同育人、国际视野培养等方

面推动大数据专业建设，切实提高学生的可持续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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