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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工科被认为是工程技术教育领域的重大创新和改革。本文首先介绍了新工科的
内涵，然后以军事大数据工程这一军事院校本科专业为例，分析了该专业所具备的新工科特点，

归纳出该专业对统计知识的要求，最后在分析北京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本科专业课程的基础

上，提出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统计类课程设置的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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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工科的内涵

新工科是现阶段教育部推动的我国高等教育

的主要改革之一。新工科建设过程中先后形成了

“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和 “北京指南”等纲

领性文件，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

与实践的通知》、 《关于推进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的通知》等系列具体实践通知。这一改革的主

要目标是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探索形成领跑全球

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它的内涵是：

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

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

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

程人才［１］。

在国际上，面向工程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已经

开展了多年。最近影响力较大的改革为 ＣＤＩＯ模
式，是由ＭＩＴ与瑞典的查尔摩斯工业大学、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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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共同创立的工程教育模

式。Ｃ 代 表 构 思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代 表 设 计
（Ｄｅｓｉｇｎ），Ｉ代表实现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Ｏ代表运作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该模式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
践性和课程之间的联系性［２］，提供了一种强调工

程基础的、建立在现实世界产品和系统的构思 －
设计－实现 －运行过程的背景环境基础上的工程
教育，实现了高校教育与工程实践关系的重构 －
在加强基础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回归到生产实践。

通过上述分析，新工科是立足我国战略发展

现实需求、结合国际工程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工程

教育新形态，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型工程教育方案。

新工科对人才培养带来多方面影响。在课程设置

方面，一是要对接实际需求，对于军事院校而言，

则是对接部队需求；二是要突出实践性，打破传

统课程设置中重理论 （课堂授课），轻实践 （实际

动手）的传统；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基础课程，

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实验思维、计算思维能力，

进而影响其整个职业生涯。

　　二、军事大数据工程与新工科的

关系

　　当前，军队院校正按照新职能定位，重新设
计制定各类人才培养方案。此次军队工科专业的

设置主要根据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主动适应信

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战争形态要求［３］。下面以军

事大数据工程专业为代表，分析该专业与新工科

的关系。

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是此次改革中重点建设

专业之一，具备新工科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专业设置的需求上看，军事大数据

工程专业符合新工科专业设置要求。从国家层面

讲，新工科要求教育必须适应新经济建设的要求，

需要面向产业需求设置专业。从军队层面讲，该

专业培养的人才需要主动适应新技术、新装备、

新体系、新战法，是面向军队建设实际设置的专

业，其本质与新工科专业设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第二，从专业设置的特点来看，军事大数据

工程专业具备新工科专业的特点。学科的交叉性

和综合性是新工科的重要特点之一。该专业采用

本科专业加上首次任职专业的模式设置，通常需

要多个学科专业知识能力体系。涉及的知识涵盖

了数理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信息系统、数据

工程等多方面知识，涉及了数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多个

一级学科，学科交叉融合特点突出。

第三，从能力素质要求来看，该专业的人才

培养定位符合新工科人才特点。新工科强调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和知识复合。该专业人才培养在

具备专业素质要求的同时，还需要满足首次任职

岗位的需求。在培养方案设置时有明确的实践学

分要求，设置了不同级别的实践项目，旨在培养

学员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

总之，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具备新工科专业

的特点，可以借鉴新工科教育理念。此外，本文

以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为代表进行研究，以下关

于该专业统计课程的设置可为其他相关符合新工

科特点的军事院校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提供参考。

　　三、军事大数据工程对统计知识

的要求

　　统计是关于数据的学科，主要研究数据的收
集、分析、整理和推断。教育部统计学类教学指

导委员会在出台的 《统计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中指出，统计学进入了最佳发展时期。统

计学自身也已演变成横跨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

学领域的多科性的方法论科学［４］。

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军

事数据分析能力。统计学作为培养数据素养的基

础学科之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

（１）该专业对统计知识的需求急剧增加。传
统课程设置缺乏从数据采集到分析到推断等一系

列基础的教学环节，远远不能达到培养学生专业

数据分析能力的要求。

（２）对统计知识的掌握程度要求更加深入。
传统工科的统计类课程教学讲解的深度远远不够，

只讲解简单理想情形下的问题，无法满足学生后

续数据处理的深度需求，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的现象。

（３）对统计类课程的应用性要求更高。传统
的统计类课程教学主要沿用的数学课程的教学模

式，重理论推导，轻动手实践，这与统计学应用

驱动的本质并不统一，限制了学生应用统计知识

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培养，不符合该专业强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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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的特点。

　　四、北京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专业课程设置

　　鉴于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需要加强统计类课
程的要求，为了更加合理地设置军事大数据工程

专业的统计类课程，下面首先以国内顶尖高校北

京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本科专业为例，分析该

专业的改革实践成果，为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课

程设置提供参考。

北京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依托该校强

大的理科群建设，授予理学学士学位［５］。该专业

是国内首批批准设立的本科专业，属于交叉学科。

涉及的支柱学科包括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拓

展应用的学科包括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经济

学、管理科学等。学生的知识结构涉及为二专多

能复合的跨界人才 （有专业知识、有数据思维）。

培养目标是：运用统计分析、机器学习和分布式

处理等技术，具备从大量数据中提取出对科学研究

和生产实践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并能够通过可视化等

形式传递给决策者，创造出新的数据运用服务。

该专业在设定的不少于４１个学时的学院课程
中，共开设了如表１所示的１０门与统计密切相关
的专业课程。其中，前８门课程皆为应用统计学本
科专业的核心课程［６］。必修课程要求 ８学分，包
括 “概率论”课程３学分；选修课共设置了４５学
分课程，其中统计类课程占２５学分，要求学生选
修３３学分。

表１　北京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本科专业
核心课程中与统计密切相关的课程［７］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性质 开设学期

概率论 ３ 必修 春季

数理统计 ３ 限选 秋季

应用随机过程 ３ 限选 秋季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３ 选修 春季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３ 选修 秋季

应用回归分析 ３ 选修 秋季

非参数统计 ３ 选修 春季

统计计算 ３ 选修 秋季

统计学习理论 ２ 选修 春季

数据分析基础 ２ 选修 春季

通过对该专业的核心课程进行梳理，可以得

到如下结论：

（１）该专业以数据处理为最终落脚点，其本
身就是统计学与相关领域的交叉。因此其对于统

计类课程的要求非常高，几乎与应用统计学本科

专业的统计能力要求不相上下。

（２）上述课程设置中，主要可以分为偏向基
础的统计课程以及偏向应用的特色课程两大类。

“概率论”、“数理统计”等课程主要侧重基础理论

讲授，而 “数据分析基础”则侧重于面向实际应

用问题。这种课程设置的方式可以为军事大数据

工程专业提供借鉴。

　　五、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统计类

课程设置思考

　　以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为例，
归纳该专业统计类课程设置的建议与思考。下面

以军事需求为牵引，在厘清拟制军队有哪些岗位；

岗位的主要任务什么；完成这些任务具体需要什

么样的数据分析能力；培养这样的数据分析能力

需要设置什么课程的基础上，形成加强统计类课

程的思考建议。

军事大数据工程专业岗位分布在两级联指。

主要岗位包括指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部队工程

师。主要任务包括作战数据保障、战场态势融合

等任职方向。这些岗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信息基

础设施和作战数据应用系统对数据进行采集、处

理、分发、共享与应用，并形成一体化的综合战

场态势，为指挥员作战决策和指挥控制提供支持。

胜任以上任务需要的数据分析能力主要包括：数

据采集整编能力、数据组织管理能力、数据分析

挖掘能力等。

为了培养上述数据分析能力，考虑到新工科

对接实际需求、突出实践性、加强公共基础课程

的要求，参考上述北京大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

业的课程设置类型，拟定需要设置的课程主要包

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面向加强基础要求的应用

统计的基础核心课程［８］，另一类是依据该校特点，

对接军事需求，突出实践能力的军事应用的统计

类课程，选取的典型课程及其主要知识点如表２所
示。其中， “抽样调查”与 “系统试验设计与评

估”为培养学生的数据采集整编能力所需的课程；

“应用回归分析”、“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应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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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序列分析”主要侧重于传授数据组织管理方面

所需的基础统计知识； “测量数据建模与参数估

计”、“弹道跟踪数据的校准与评估”、“统计计算

与软件”、“统计案例分析”等则是培养数据分析

挖掘能力的主要课程。

目前该校本专业开设了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应用统计学”、“决策理论与方法”三门与

统计相关的基础课程。对照上述能力素质的要求，

考虑到课时安排，建议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替换为 “概率论”课程，然后建议进行如下

的课程设置：

在上述两类课程中分别选择１—２门与本专业
任职需求密切相关的课程。在基础核心系列课程

中，建议选择 “数理统计”、 “统计计算与软件”

等基础课程。在军事特色课程方面，对于作战数

据保障任职方向，建议选择 “系统试验设计与评

估”课程。对于战场态势融合方向，建议选择

“弹道跟踪数据的校准与评估”课程。

表２　面向军事院校的统计学课程汇总表

课程

类型
课程名称 主要内容 课程性质

应
用
统
计
基
础
核
心
课
程

数理统计 统计基本概念、估计理论和方法、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置信区间 必修

应用回归

分析

一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虚拟变量与方差分析、模型选择、回归诊断、

非线性回归初步
选修

应用多元

统计分析

多元抽样分布、回归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

典型相关分析
选修

应用时间

序列分析

时间序列的时域和频域描述方法、时域和频域统计分析、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
与滤波、模型拟合、谱函数和谱密度估计方法、潜周期分析

选修

抽样调查
抽样的基本概念、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比率估计、不等概抽样、系统

抽样、整群抽样、多阶段抽样、偏差与抽样误差、调查的经济设计等
选修

统计计算与

应用软件

计算方法基本知识、软件基础、统计分析软件 （如 ＳＡＳ、ＳＰＳＳ、Ｒ、Ｍａｔｌａｂ等
软件）中的基本功能 （如聚类、回归、判别分析、因子分析等模块的使用），

以及利用这些功能实现新算法的编程

选修

应
用
统
计
军
事
特
色
课
程

系统试验

设计与评估

试验评估的Ｂａｙｅｓ方法、序贯分析法、回归分析法、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法、常用试验
设计方法、武器系统一体化试验设计、武器装备小子样试验评估、武器试验

效能评估

作战数据保障

任职方向限选

弹道跟踪数据

的校准与评估

弹道跟踪设备与跟踪误差、弹道跟踪数据的预处理、校准的非线性融合方法、

遥外测数据的互校准、系统误差诊断、估计效率与误差评定、精度评估

战场态势融合

方向限选

测量数据建模

与参数估计

误差理论、待估函数的参数表示、近代回归分析方法、离散时间 Ｋａｌｍａｎ滤
波、雷达测量数据处理

选修

统计案例

分析

军事大数据分析案例、测控数据分析案例、图像数据分析案例、网络攻击数

据分析案例等
选修

在课程性质定位方面，应用统计基础核心课

程中，建议将 “数理统计”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

将其余课程设置为选修课程；在应用统计军事特

色课程中，依据任职方向的差异，建议每个任职

方向选择一门课程作为限选课程，其余课程作为

选修课程。例如：对于作战数据保障任职方向，

建议 “系统试验设计与评估”作为限选课程；战

场态势融合方向，建议 “弹道跟踪数据的校准与

评估”作为限选课程。

关于统计的内容无处不在，因此统计类课程

的知识传授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课程教学中，应当

贯穿于参加学习研讨班、参加暑期学校、参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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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践等多个过程与环节当中，达到学以致用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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