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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推动了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而大数据技术有效的提高了我国的信息共享和传递的速度。现在我国大数据

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大数据资源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数据冗余和数据质量等方面，从而导致了大数据相关的岗位十分紧

缺。结合大数据专业背景，本文就课程体系设置、实验内容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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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industry,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ransmission in our country. China's big data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the problems of big data resourc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data redundancy 

and data quality, which leads to the shortage of big data-related jobs. Combined with the big data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iculum system, experimental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and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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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生产与传输效率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导致了数据资源呈现出爆发增长的趋

势。这一情况知识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不再适合当前海量的

数据。因此，大数据技术成为了当前广泛关注的一种新兴技

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上对

于大数据人才的需求也愈发广泛，但是大数据专业的教学模

式、课程设置、实验条件等方面比较缺乏，如何创新、改革

大数据专业实验教学模式已经成为当前高校的探讨热点。 

1 大数据专业实验教学现状 

1.1大数据专业配套基础设施匮乏 

因为社会上对于大数据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不断上升，许

多高校都增设了大数据专业，甚至增加了大数据专业学院。

但是，因为我国的大数据专业教学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所

以在教学过程中明显可以发现缺乏配套基础设施的问题，这

一情况对大数据专业实验教学造成影响。大数据专业教学是

以海量数据资源为基础，并且由于数据资源的来源非常复

杂，学生无法独立收集大数据基础数据资源。而当前已经有

部分高校为大数据专业构建了专业的实验室，但是在教学过 

开拓新领域。利用天津的港口天然优势，把跨境电商做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际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连接辐射东北亚的蒙

古国和俄罗斯、中亚五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日本、韩国

和新加坡，并积极开发新的国家资源。 

利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机会，积极和国外建立紧密

的贸易关系，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和贸易往

来。通过跨境电商行业把产品和技术推向沿线国家，加大合

作力度，实现天津跨境电商行业的飞跃发展。 

4.3吸引人才，提升工资待遇。继续推进天津市的海河

人才计划，吸引外来人才落户天津，为天津的行业发展引进

人才；天津的高等院校积极创造条件，培育本土人才，弥补

人才缺口，并能留住人才；积极培训在岗人员，提高现有跨

境电商从业人员水平。积极提升天津市的工资待遇，通过政

府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就业环境提升，打造一个引进人才，

培养人才，提供就业和人才定居联动的良性循环，推动天津

市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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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学生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大数据技术，所以对于实

验室的要求更高，需要实验室具备相应的软件、应用软件等。

而针对这一需求，高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大数据平台应用核心

系统，以此为学生提供支持和帮助。例如，协同计算并行数

据库系统、数据分析管理教学平台、移动教学平台等。学生

利用学习平台来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但是，如果高校的办学

能力、条件相对较弱的话，学生无法在学习过程中充分的掌

握线下的核心技术，也无法获得核心技术的实践。所以，高

校必须要完善大数据专业的配套基础设施。 

1.2课程体系不完善 

许多高校的大数据专业为了迎合市场的发展和市场需

求，开设了大数据专业学院，而大数据属于交叉学科，能够

应用的领域十分广泛。所以，对于大数据专业的人才培养需

基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建设核心课程。但是，在大数据

专业的课程建设方面，更加偏向于让学生掌握数据采集与预

处理、数据存储与管理等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对于数

据分析、挖掘以及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还相对较少，这一

情况将会导致大数据专业的学生在未来的就业过程中出现

难以掌握核心岗位的工作，仅仅停留在比较浅显的数据收集

岗位上。而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数据收集是实现海量数据分

析、挖掘的基础，但是企业最为紧缺的主要还是可以在现有

的数据基础上实现高级别数据分析的专业人才。所以，需要

将大数据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 

2 大数据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的创新 

2.1开展校企合作，强化大数据专业基础设施建设 

高校开展大数据专业的目的是为来给社会培养出具有

从事大数据各种专业能力的人才资源。当前，大部分的高

校中关于大数据专业的投资主要放在大数据应用平台核心

系统中，而企业投资的主要是大数据应用平台增强系统，

使高校拥有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基地。而建设基地是为了

大数据专业创建应用协同创新网络，使数据资源共享。在

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基地中，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实际能

力、特点等选择，从而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大数据系统架构

能力和数据预处理能力等，同时具有自行开发大数据应用

的能力。而校企合作模式下，企业可以派遣专业人员来校

指导学生的大数据应用能力，协助高校培养大数据应用创

新型人才。高校则可以让学生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实习，在

实践过程中掌握更多的能力。开展校企合作，是高校大数

据专业教学模式中的一项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培养大数据

专业人才的一项优势所在。 

2.2构建大数据专业实验教学体系 

大数据技术在当前的社会中具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而

高校在制定大数据专业的课程体系时，需围绕着学生的就业

导向进行。大数据技术在当前的电信、医疗、金融等行业均

具有实际应用，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专业

实验教学体系建设要将计算机、数学以及统计学等为依托，

以此来完善大数据专业的课程设置。例如，在大一、大二阶

段，开展交叉学科方面的学习，例如，统计学、管理学以及

数据等。而在这一阶段所需的课程主要是各学科基本理论课

程，对于实验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可以由在高校教师

进行教学。而在大三阶段，高校可以开设专业方向限选课程，

使学生具备利用开发工具来对于数据急性分析、处理以及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大三阶段的课程与社会上主流技术之间需

要保持紧密联系。但是，高校的大数据专业存在着不同程度

上的师资力量不完备，实践方面知识不足等问题，所以可以

选择由企业中具有丰富实验经验的员工来担任指导教师，开

展实验方面的教学。通过完善大数据专业课程，使学生能够

更加符合大数据应用分析、数据与处理、大数据应用开发等

方面的人才需求标准。 

2.3构建多层次且模块化的实验教学体系 

首先，基础平台中的学科基础实验。在大一、大二阶段

的教学中，教学内容应以编程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各技术

之间的关联性为主开展教学，不仅需要拥有计算机技术的基

础知识，同时还需要包括基础的实验方法及其操作和执行。

高校可以构建基础平台，使学生可以掌握大数据基础知识，

明确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其次，技能平台

中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该阶段主要针对于大三、大四开

展，主要包括数据库设计实验与综合实验等。这一方式可以

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提高学生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

决问能力。 

2.4利用VIP项目化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实验能力 

大数据技术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构成，而大数据专

业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方向等均需要以社会需求为主，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的了解当前社会以

上对于人才需求的方向，以此来对于学生的各项专业能力采

取定向培养措施。而社会上所存在的大数据人才虽然属于核

心岗位，但是由于该工作岗位的要求较高，不仅需要人擦局

有综合能力，还需要具有应用能力、实践能力等。所以，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为学生的实验操作提供更多的帮

助，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验机会。而高校为了培养学生的实

验能力，可以开设VIP项目化实验教学，该教学模式能够提

升学生的应用能力、综合试验能力。VIP项目化实验教学能

够为学生听过大数据应用以及创新研究等环境，而高校可以

通过招募的形式来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验教学可以为学

生提供大数据应用、创新研究等环境，高校可以采用招募的

方式来吸引学生参与VIP项目化实验教学中，并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选择项目并参与到研究团队中。学生通过项目研发可

以提高外围数据资源的收集能力。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通

过开展校企合作模式，使学生可以在大四阶段深入到企业

中，实地开展大数据服务类型工作，使学生提高自身的大数

据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能力。 

2.5及时反馈和评价 

反馈分析主要包括教师给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反馈、

教师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之后进行分析和改进。其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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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反馈是指教师在教学之后，对于学生学习之后产生的

学习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来发现其中所存在的教学模式不合

理、教学活动不合适等问题，并针对问题及时进行调整。而

教学给学生学习效果的评级反馈则指的是教师需要在学生

完成学习之后及时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在教

学结束之后，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反馈评价，两种反馈

分析都能够起到改善教学效果的作用，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

态度，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 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如今

已经正式步入了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的增长速度在不断提

升，但是企业仍旧还存在十分严重的大数据人才缺口。而出

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大数据专业教育还处于发展阶

段，所以，高校必须要基于社会需求，将现有的大数据教学

模式加以改革创新。而当前，大部分的高校在大数据专业教

学模式上都在实施改革，但是因为这一专业的教育尚未有成

熟的经验以及师资力量为基础，所以成为了当前大数据专业

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通过利用校企合作、完善

课程建设等措施来创新教学模式，学生通过试验和实践活动

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从未为我国的大数据行业提供更

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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