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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i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technical fields.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are all involved. Thus, the train-
ing mode of big data talents has distinct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a new train-
ing mode of “special class” with big data is put forward.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he mode of big data talent training with multi-disciplinary cross-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
view all kinds of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 under the inter-college, in-
ter-discipline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study feasible solutions, and strive to establish a 
set of multi-disciplinary cross-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mode, teachers, management team, cur-
riculum system, quality control,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system that meet the goal of big data tal-
ent training.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
gineering subjec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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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技术是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融合，数学和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管理类技术等都有涉及，因此，

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为此，提出大数据“特长班”培养新模式，在探索与实践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需要梳理跨学院、跨学科、校企合作下运转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研究可行解决方法，力求建立一整套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模

式、师资团队、课程体系、质量监控、实践与创新体系，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工科建设提供可借鉴的

理论与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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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人才培养的背景与意义 

自 2012 年 7 月，国务院颁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海量数

据存储及处理基础的研发和产业化，表明大数据产业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重点。2015 年 3 月，国务院制

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无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5 年 8 月，

国务院颁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

放共享”。大数据应用渗透各个行业，包括互联网、政府、金融、医疗健康、教育、工业、交通、农业、

通信、能源等等。根据麦肯锡报告，仅美国市场 2018 年大数据人才和高级数据分析专家的人才缺口高达

19 万，美国企业还需要 150 万大数据相关管理人才。 
大数据相关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成功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关键。在国外，美国 Top 50 院校中的哈佛、

斯坦福、卡内基梅隆、麻省理工学院等 15 所高校均开设了大数据相关专业。在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也在研究生层次建立大数据专业方向。教育部于 2016 年开始审

批设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和“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282 所高校

成功申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 2017 年通过教育部审核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本科专

业，是全国第二批开设该本科专业的高校，对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有良好的

基础。同时学校面向全校各学院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开设了大数据“特长班”，将大数据相关课程作为

学生的辅修课程，结合学生所在专业的专业知识，更好地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大数据作为应用前景广

泛的技术，应该被更为广泛的学生所掌握，比如经济管理专业、信息管理专业等。研究成果将能直接得

到推广，服务于其他高校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与教学开展，特别是为校企合作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建设方面提供较强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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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大数据技术是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融合，数学和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管理类技术等都有涉及，

因此，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虽然已有工作涉及大数据相关专业的培养方案，包

括面向本科大数据相关专业培养方面[1] [2] [3]和面向高职院校的大数据相关专业开展工作[4] [5]，但不够

全面。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展开了探索实践，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培养方案，并形成一整套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模式、师资团队、课程体系、

质量监控、实践与创新体系。但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深入，不同的专业诸如经济管理、信

息管理、金融等专业都需要毕业生掌握一定的大数据分析和应用技能，以适应用人单位需求。而这些学

院不可能都开设大数据相关课程。这一问题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面向不同

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相关人才培养新模式是目前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重要问题。 

3. 大数据“特长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是 2016 年新批准建设的新专业，而社会需求越来越高，尤其医疗、金融、

交通等领域对于大数据相关人才需求量大，而大部分高校这类专业并未开设大数据相关课程，导致企业

需求与高校培养出的毕业生能力出现偏差，而要求各个专业都开设大数据相关课程在高校也是不现实的，

如果集中各类大数据资源培养提升不同专业学生大数据技能势在必行。此外，市场上存在的以就业培训

为主的大数据技术教育商业机构较少考虑学生全面发展，难以适应高校教育需求。因此，打造高校全新

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提出大数据“特长班”培养新模式，在探索与实践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的过程中，需要梳理跨学院、跨学科、校企合作[6] [7]下的人才培养与运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研究可行解决方案，力求建立一整套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面向多个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

模式、师资团队、课程体系、质量监控、实践与创新体系，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工科建设提供可借鉴

的理论与应用实践。 

3.1. 校企合作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模式建设 

大数据作为一个典型学科交叉的技术，要求师资具有综合知识和应用背景，需要多个学院共同完成

教学任务。但由于现行管理机制，各学院的教学资源需优先满足本学院需求，对于大数据新课程的支持

力度必然受到影响，如何实现跨学科、跨学院的师资、教学资源融合与共享是本文首要解决的问题。 
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突出学校办学特色，有效利用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大数据“特长班”供全校

各专业学有余力的学生自愿修读。 
组织管理模式：成立由主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的大数据教学工作小组，明确组成成员及工作职责。

并在教学工作小组下设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教学实施及其他日常管理工作。特长班实行学分制管

理，修读年限一般为 1~3 年，修读学分不低于某一限定学分，需在其本科在读期间内完成。课程学分修

满限定学分的学生，由学校颁发修读“大数据”特长班合格证书；未修满限定学分者，经本人申请，申

请者所在学院审批后，可将已修读课程所得学分认定为专业任选课或公共选修课学分。 
学生组织模式：面向全校所有的全日制本科生(各专业各年级)组织报名、自学并进行选拔考试，根据

自学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大数据特长班录取的学生仍由各自所在学院直接管理。 
课程组织模式：由学校教学工作小组负责，师资从全校范围内选拔组建，所有大数据课程均为选修

课程，与大数据课程相关的管理由大数据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特长班授课时间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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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日或暑假。课程的考试命题、试题印刷、考试组织、试卷归档等参照本科教学运行有关规定执行。课

程成绩单独记载，缺考或不合格的课程不安排补考。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按照本科课程考试作弊的处理

办法执行。特长班课程未获得学分的学生，不影响其修读专业的成绩及学籍。 
校企合作模式：通过引入北京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嗨客平台，扩充师资团队和课程资源。利用校办

企业拓尔思公司在大数据领域的优势，配合与其他大数据公司的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增强师资团队

和课程资源。 

3.2.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跨学院师资团队建设 

根据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相关课程开展需求，探索多学院协调共建师资队伍的新模式，规划中

短期的师资力量需求，探索转型、培养、吸引、共建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发展生态。研究能够满足教师成

长与成才需求的各项政策，探索实践能够保证教师队伍均衡、健康发展的可行机制和措施，研究团队管

理与激励机制。 
为此，需要如下措施： 
1) 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2) 为教师提供培训和进修机会；3) 成立课程团队，定期组织教

学研讨活动；4) 开展教学竞赛、年度和聘期考核和职务晋升，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让优秀教师脱颖而出；

5) 为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支持；6) 引进企业教师。 

3.3.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数据课程体系建设 

把培养具有信息技术特色的大数据应用型人才作为整体目标，在与产业界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进一

步梳理服务学生能力培养的各类知识体系，细化可供学生灵活选择的模块化课程框架与课程体系，设计

大数据导论、大数据平台技术类课程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类课程等一系列选修课程，确保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的紧密结合。 
通过选修大数据相关课程，学生可以掌握大数据系统与平台技术(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存储、高性能

计算、大数据系统与平台技术实践课程学习)、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通过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数据

可视化、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技术实践课程学习)、特定场景下大数据开发与应用(通过大数据项目综合实

践等课程学习)等方面的基本工程及应用能力。 

3.4.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质量监控体系建设 

结合现有学校和学院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方面工作，重点结合跨学院新特点新挑战，形成学校和专业

(跨学院)两级教学工作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的教学质量管理体制。 
组织跨学院的师自评、互评、期中教学检查、教师听课、学生座谈会、学生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

定期开展全面、客观、公正的教学评价。每次检查结果均反馈给相关学院和教师，督促相关学院和教师

改进不足。 

3.5. 体现学校优势与特色的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以“实践贯穿，工程引领；启迪创新，学成即用”为实践教学理念，结合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

校内与校外、学习与应用、应用与创新等五方面，构建实践教学体系，为培养和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工程

实践与创新能力创建了一个全过程、全方位、个性化的培养环境。 
一条主线：学生从进入大数据特长班即开始实践训练，实践与工程能力的培养不断线，通过理论与

实践课程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辅导结合、学校基础教学与企业最新技术结合、基础学习与实际应用结

合，构建全方位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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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平台：按功能构建计算机基础训练、大数据专业技能训练、企业工作实践训练、科技创新实践

训练四个实践训练平台。 

4. 结束语 

两年来对于大数据“特长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大数据“特长班”

培养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每年学生报名情况火爆，报名学生覆盖学院各个学院和专业。其次，激发了

各个专业学生对于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学习热情，学生为了能够进入大数据“特长班”学习，主动自学 Python
语言并参加选拔考试；对于进入大数据“特长班”学习的学生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选课积极性非

常高，学习认真，课程考核通过率高。最后，大数据“特长班”的课程建设资源、经验对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专业的课程建设起到促进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由于大数据“特长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仅

开展两年，对于学生就业和毕业后发展的影响还没有数据佐证，这方面的成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 
通过大数据“特长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总结出一条适用于培养大数据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不仅适用于大数据相关人才培养，也适用于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的其他新工

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同样适用于还未开设大数据相关专业但具有很多对大数据技术有需求的专业的高校。

希望能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工科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与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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