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3), 557-564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3091   

文章引用: 程静, 闫嘉, 陈睿.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分析实践》课程教学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1, 9(3): 557-564.  
DOI: 10.12677/ces.2021.93091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分析实践》课程教学研究 

程  静，闫  嘉，陈  睿 

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1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1年6月2日；发布日期：2021年6月9日 

 
 

 
摘  要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科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在培养学生具备较强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具备一定的实际问题求解能力以及良好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西南

大学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下设的核心课程《数据分析实践》进行研究，依次探讨了实验内容体系建

设、实验教学方法改革、实验平台构建以及课程评价手段改革等方面，最后采用问卷的方式调查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结果显示采用项目驱动、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的实践课程的教学方式，能够较好满足数据

科学专业培养目标，有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的挑战，培养出具备终生学习、主动学习和协作学

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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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big data”, the experiment courses of the data science major will play a very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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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have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prac-
tical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good teamwork spiri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re course—Data 
Analysis Practice in the major of Data Science and Big Data at Southwest University, and the con-
struction of experimental content system and experimental platform, the reform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and course evaluation method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re. Finally, a question-
naire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is effect of teaching reform in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The results of 
this survey show that the project-driven method combined with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can 
better meet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data science major, help students better adapt to the chal-
lenges of future work,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the spirit of lifelong learning, active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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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异质数据。如何从数据中发现知识，

已经成为各个行业的共性问题，并由此催生了“大数据”、“数据科学”等学科，并成为新兴技术革命

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数据相关产业进行了布局。与我国高速发展的大数据

应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2017 年 1 月，国家工信部编制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大力支持高校探索建立大数据领域专业型人才和跨界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1]。之后全国各大知名高校，

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先后申请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本科专业。截

止 2018年获批新增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的高校达到 283所，这其中包括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虽然大数据相关学科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在专业建设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大数据科学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各高校对于该新增专业还存在专业定位模糊、课程体系不完

善、考核方式不够清晰、实验室建设不到位等问题[2] [3] [4] [5]。第二，国内高校对于该新增专业鲜有提

出具有本校特色的办学思路。大数据的专业知识能够在多个领域、多行业中得到广泛使用，但是各高校

很少能够依据本校已有积淀较深的学科与数据科学专业进行的融合，没有形成具有学校文化的数据学科。

第三，由于是新设置专业，因此在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工作，几乎

从零开始。 
本文聚焦西大人工智能学院下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的核心骨干课程——《数据分析实践》，以

西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为依托，探讨拥有“西大特色”的课程体系设

置、实验环节设计、实验平台建设、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的问题，以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系统的

理论知识、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为目标，最终为整个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探索

和改革之路。 

2. 《数据分析实践》课程定位与现状 

由于数据科学蓬勃的发展态势，以及西南大学在智能科学、统计学、心理学等传统学科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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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于 2019 年创建人工智能学院，新增“智能科学与技术”以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两个专业，以支

持学校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所制定的培养目标是以“理论

厚实、能力本位、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校企政协同、产教研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即，数据科

学专业重视学生的实践环节，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能够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强调学生能够面向各行业的

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科学专业所培养的学生要能够服务社会实践，满足国家对大数据人才的急迫需

求，如图 1 所示。因此，实践课程的开设、实验环节设计、实验平台的开发等在本专业在建设和发展过

程中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Figure 1. Training goal 
图 1. 人才培养目标 

 
《数据分析实践》课程是一门以 Python 语言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实践课程，该课程学时 54，全部在实

验室讲授，课程的重点在于将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穿插在多个案例的讲解中，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引

导学生完成指定任务，从而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因此，课程中实验案例的选择、实验

环节的设计、教学资源的丰富补充、具有创新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实验教学方法的推动，以及课程评价体

系的革新，都将对学生最终成就这门课程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承担该课程的教学团队，已经从事了数据分析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多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

验。本文作者在 2018 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信息学院进行访问交流，主要选修了《统计

学》、《Python 程序设计》和《数据可视化》等课程，并在外导 Linda Smith 的带领下，对图书情报系统

的数据分析的相关课题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回国后与奥克兰大学统计系的 Russell Miller 教授合作，承担

了全英文课程《高级回归分析》的理论讲授和实践任务，在 2019 年下半年独立承担了《数据可视化》课

程。不仅如此，团队教师全部教师均来自人工智能学院，该学院是由多学科的教师队伍组成，无论在理

论或者在工科实践方面均有卓越的成果，这也为本课程的建设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的土壤。 

3. 《数据分析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3.1. 教学目标 

《数据分析实践》是训练学生数据分析基本素质和实践能力的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为：

将数据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融会至一个又一个案例(项目)教学中，以项目驱动的方式，让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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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语言实现项目，由此掌握数据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关键算法，从而达到训练学生面向大数据领

域问题的分析和求解能力，锻炼学生们的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的精神，训练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6]。 

3.2. 实验内容体系建设 

根据以上教学目标，该门课程的关键在于以实践项目推动理论学习，因此基于实践和项目驱动方式

的实验内容体系建设是课程得以实施的关键。为了将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拆解至不同的项目

中，我们将实验内容进行模块化划分，如图 2 所示，并构建实验教学体系，如表 1 所示。 
 

 
Figure 2.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experiment contents 
图 2. 实验内容体系结构 

 
Table 1. The system of experiment contents 
表 1. 实验内容体系 

序号 实验内容 教学要求 案例/项目 学时 

1 爬虫 

1) 掌握数据获取的常用方法 
2) 掌握数据存储的基本格式 
3) 掌握 HTTP 协议的基本概念 
4) 掌握简单 Python 爬虫的方法 

1) COVID-19 数据的爬取 
2) 新闻数据的爬取 
3) 微博数据的爬取 

6 

2 数据清洗 1) 掌握数据清洗的基本概念 
2) 掌握 pandas 包的使用技巧 

1) COVID-19 数据的清洗 
2) 酒品消耗数据初步探索 

6 

3 数据 
可视化 

1) 掌握常用的数据可视化手段 
2) 掌握 matplotlib 包的使用 
3) 掌握 seaborn 包的使用 

1) COVID-19 数据的可视化 
2) 亚马逊雨林数据的可视化 

12 

4 回归分析 
1) 掌握线性回归的基本概念 
2) 建立回归模型 
3) 回归诊断分析 

1) 使用回归构建房价预测系统 
2) 使用回归模型预测鲍鱼年龄 

9 

5 机器学习 
算法 

1) 掌握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 
2) 掌握 sklearn 包的使用 

1) 基于机器学习的宫颈癌诊断 
2) 基于机器学习的心血管疾病诊断 
3) 基于 sklearn 的文本分类 

9 

6 综合实践 
项目 

1) 搜集资料 
2) 项目实现 
3) 完成一份报告和 PPT 展示(以小组为单位，2 人/组) 

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人脸识别 
2) 人群接触网络中的 SIR 疫情模拟 
3) 基于分类算法的肝病诊断 

1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3091


程静 等 
 

 

DOI: 10.12677/ces.2021.93091 561 创新教育研究 
 

3.3. 实验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往往上教师在讲台上演示代码，学生按部就班复现教师所给代码。这种方式

会必然造成学生照抄照搬知识后，仍然无法将这些案例内化成为自己的能力。学生只是被动模仿，缺乏

主动思考、主动搜索答案、自主学习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在《数据分析实践》课程中我们

将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实验教学方法[7] [8] [9]。具体措施包括： 
1) “面授” + “线上”的混合教学模式 
教师除了在课堂上对基本知识点和教学案例进行讲解之外，还需要给学生布置大量的课后阅读材料，

如微课、MOOC、案例、代码、报告和博客等，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情况制作一些教学短视频作为课后

补充材料，这些资源可以利用 QQ、微信、钉钉、超星云平台等向学生进行发布。线上资源的学习难度分

为“必选”和“自选”两个层次，“必选”要求每一位学生必须自学掌握，“自选”部分学生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选学。 
2) 项目驱动式教学模式 
本课程是以项目作为基本的教学单元，通过案例的讲解和演示，将数据分析的核心概念、主要思想

和核心算法教授给学生。这种授课方法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数据分析基本原理的理解，加

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项目开发的基本流程(从问题背景调研、数据采集、问题分

解、逐步求解，以及项目总结)，初步了解项目中的进度规划、人员协作、任务分解等内容，训练学生们

的团队协作、自主学习的精神。 
3) 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也要调整教学的方式，不能再采用“填鸭”的灌输模式，而应该由以“教

师为中心”的讲授和演示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活动中尽量以

引导者而非灌输者的身份出现，鼓励学生提出开放式问题，鼓励学生自行搜集问题的求解方案，鼓励学

生自行实现问题解决，在学生遇到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再进行辅导，在师生之间实现平等、协作的氛围，

共同完成实验任务和课程项目。 
以上三种教学方式的根本目标在于，训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精

神，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为后续的实习实训课程奠定基础，为实现本专业

的培养目标——“理论厚实、能力本位、市场需求”奠定基础。 

3.4. 课程实验平台搭建 

 
Figure 3. Three tasks of experimen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图 3. 实验平台构建的三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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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验平台的建设需要三个部分的工作，如图 3 所示。 
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安装和配置项目运行环境。本课程所使用的教学语言是 Python，所有项目均需运

行在 Python 环境下。实验室需要安装两个开发平台，一是 Python IDLE，二是 Jupyter Notebook。其中 Python 
IDLE 是 Python 安装包自带的一个轻量级集成开发环境，采用编译方式运行，对系统资源消耗极少，开

发环境非常简洁，缺点是对编程人员的支持较少，只适合中小规模的程序开发。Jupyter Notebook 是基于

网页的交互式开发环境，可以一边运行代码，一边展示结果，一边进行文档撰写，已经成为数据分析领

域最为主流的开发环境之一，因此本课程项目主要在 Jupyter Notebook 环境下运行。 
实验教学管理平台的主要任务包括：1) 发布各种课程资源，如上课演示的 PPT、代码、案例讲解、

课后资源的链接等；2) 为学生提交实验报告和作业提供接口；3) 展示优秀的作业和报告；4) 提供课程

的交流讨论区域。这部分工作拟采用西南大学的超星云平台实现，部分功能也可以通过 QQ 群或微信群

实现。 
实验文档包括实验环境的安装和维护文档、学生的作业和实验报告，学生们进行项目展示的 PPT，

任课教师所创建的各种文档和视频等，这部分资料需要加以保留存底，以备后来者继续参考借鉴。 

3.5. 课程评价手段改革 

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教学全过程有效监督的重要手段，能够帮

助学生们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不断体验进步与成功，获得学习的内驱力，并使教师获取教学的反馈信息，

从而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教学改革实践表明，传统的只重视结果的评价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

工科”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理念。为此，在本门课程中我们将从评价方法、评价目标、评价内容和评价指

标四个方面对传统实验课程的评价体系进行改革[10] [11] [12]。 
 
Table 2.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of data analysis practice 
表 2. 《数据分析实践》课程评价体系 

评价方法 评价目标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占比 

形成性评价 
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帮

助学生建立学习内驱力，为完成期末复杂的综合实

践项目奠定基础 

单元作业 
课堂提问 
课堂考察 
考勤 

1. 学习态度 
2. 实践能力 
3. 书写格式 

20% 

总结性评价 

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训练学

生对项目机制的理解和感受 

综合项目验收： 
1. 项目开题报告 
2. 项目进度 
3. 人员分工报告 
3. 项目展示 
4. 项目结题报告 

1. 态度 
2. 资料文献的准备 
3. 实践能力 
4. 书写格式 
4. 项目完成度 
5. 项目结题陈述 

30% 

综合考察本门课程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 期末考试 笔试成绩 50% 

 
在评价方法上，我们将采取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机制。形成性评价伴随在整个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注重评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的内驱

力，同时也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及时的反馈。因此，形成性评价的考查内容是学生所提交的作业、考

勤以及课堂的发言情况，这部分成绩在总成绩的占比为 20%。总结性评价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期末学

生需要完成一个有一定难度的综合性项目，另一个是需要参加期末的闭卷考试。综合性项目着重考察学

生的实践能力、问题分析求解能力以及对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融会贯通能力，同时将项目运行机制贯穿在

实验报告的撰写过程中，让学生了解项目的人员分工、进度安排、项目立项、项目展示、项目文档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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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这个部分占比为 30%。总结性评价的另一个内容是期末考试，这个部分占比 50%，主要考察学

生对整个课程中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以闭卷形式进行考察(表 2)。 

4. 教学改革实施效果分析 

我们对在 2020 年度选修了《数据分析实践》课程的 115 位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13]，问卷调查结果

如图 4 所示。图 4(a)显示了课程结束后分别取得“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成绩

的学生比例。结果显示采用改革后的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让 40%的学生能够较好掌握课程内容和数据分

析的基本方法，但仍然有 7.8%的学生不能够很好掌握该门课程，这与课程难度以及学生个体本身的能力

和学习态度有关。图 4(b)显示了教学改革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提升动手能力”、“增加项目

经验”、“增加学习趣味性”四个维度进行评价的情况。结果显示，成绩较好的学生在这四个维度上均

有较好体验，比如对于成绩优秀或者良好的学生而言，他们均认为教改后的课程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知

识点的理解、锻炼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提升项目管理经验。但是对于不及格的学

生，在这四个维度的体验都较差，这充分说明他们不能很好掌握知识点，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较难融入

到改革后的课程中。 
 

 
Figure 4. The statistics cha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图 4. 教学改革实施效果统计图 

5. 结束语 

在数据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对数据分析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数据科学的毕业生们不应

该仅仅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还应该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精神，他们应该能够

满足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数据科学专业下设的核心课程——《数据分

析实践》在实验课程改革方面的问题，包括实验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实验教学方式的变革、实验平台搭

建和考核机制创新等。上述种种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以项目驱动的方式，将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融入

到各个实践环节，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的内驱力，形成终身学习、协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综合素质，培

养他们对数据科学专业的热爱。同时，本门课程在实验课程中所积累的各种资源，如各种案例、数据、

素材等，也将为西南大学数据科学专业后续相关课程的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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