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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数据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应用性和综合性等特点ꎬ 对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提出了很高要求ꎮ 实践育人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ꎬ 与培养大数据专业人才的要求还有

差距ꎮ 针对大数据专业实践教学中面临的问题ꎬ 分析新工科背景下实践教学的需求ꎬ 融入一流

大数据分析竞赛问题及领域知识ꎬ 探索领域问题及领域知识牵引的实践教学模式ꎬ 对培养大数

据专业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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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科建设是国家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重

大战略、 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硬实力的迫切要求ꎬ
也是我国培养高层次、 高质量创新型人才的必然

要求[１ － ２]ꎮ 创新教育的基础是实践ꎬ 实践教学对创

新人才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３ － ４]ꎮ 大数据专

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应用性和综合性等特点ꎬ
对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ꎮ

　 　 一、 大数据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

问题

　 　 现有大数据专业实践教学通常由学生基于教

师指定的实践任务开展ꎮ 高校教师擅长理论研究ꎬ
但往往缺乏丰富的领域实践经验ꎬ 实践任务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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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领域联系不密切ꎬ 无法做到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ꎬ 导致学生创新动力不足ꎬ 实践教学难

以达到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要求ꎮ
近年来ꎬ 基于案例、 基于问题、 基于项目的

教学模式广泛引入实践教学ꎮ 然而ꎬ 上述探索仍

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大数据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

的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实践内容的前沿性不足ꎬ
致使学生实践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不足ꎬ 通过实践

教学提升创新能力的效果有限ꎻ 二是实践任务与

领域应用联系不密切ꎬ 传统的实践教学通常局限

于教师和学生ꎬ 与领域应用严重脱节ꎬ 导致培养

的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和行业领域的需求ꎻ 三是实

践教学体系缺乏开放性、 适应性和动态演化特性ꎬ
难以适应日益开放的学习模式和趋势ꎬ 致使学生

学习的效率不高、 效果有限ꎬ 实践教学对创新能

力培养的贡献有限ꎮ
如何使实践教学具有前沿性、 适应性和开放

性ꎬ 既能融合应用问题、 紧扣领域前沿ꎬ 保持实

践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深度ꎬ 又使其能适应学生

的能力与水平呢? 如何使学生在实践中适应互联

网时代开放式教育变革趋势ꎬ 增强实践过程的多

样性、 交叉性和融合性ꎬ 激发学生吸收新思路、
新方法以创造性解决问题呢? 这是大数据专业实

践教学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二、 新工科背景下大数据专业实

践教学新需求

　 　 新工科背景下ꎬ 面对大数据专业实践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ꎬ 开展实践教学生态系统和教学方式

的变革ꎬ 尤其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１) 实践教学

应该构建具有前沿性、 开放性、 成长性、 适应性、
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ꎮ 应根植于行业应用需求、
反映领域前沿发展趋势、 适应互联网开放学习特

点、 激发学生自主创新动力ꎬ 而非传统模式下封

闭课堂中以教为中心、 以教师为主体、 教师讲学

生听、 实践内容一成不变ꎮ (２) 实践教学应转变

教学模式ꎬ 适应互联网时代教育变革的趋势ꎬ 建

立贯通课堂内外的开放教学空间ꎬ 突破封闭课堂

的局限ꎬ 打破传统教学中在课堂上、 在固定的教

学时限内完成固定的实践内容ꎬ 实现时间、 空间

和内容上的开放ꎮ 时间上从课内向课外延伸ꎻ 空

间上从课堂延伸到互联网开放环境中进行学习ꎻ
内容上从教材上的专业知识向实践所需的领域知

识、 隐性知识扩展ꎮ (３) 实践教学应转变学习模

式ꎬ 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ꎮ 从以获取知识为终

极目标ꎬ 到以利用知识开展实践创新为终极目标ꎻ
从习惯通过老师讲授获取现成的知识ꎬ 到主动融

合运用知识进行反思性学习和实践ꎬ 培养高阶思

维和学习能力ꎮ (４) 实践教学应转变实践任务来

源和评价方式ꎬ 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ꎮ 将

领域知识引入教学ꎬ 打破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

间的鸿沟ꎬ 使学生深入地理解所学专业知识的应

用场景及应用技巧ꎬ 支撑从知识建构到实践创新

的转变ꎮ
基于多年实践教学的总结提炼ꎬ 本研究提出

了面向大数据专业的生态型实践育人模式ꎬ 建设

具有前沿性、 开放性、 适应性的实践教学生态系

统ꎬ 支撑大数据专业人才实践创新能力提升ꎮ

　 　 三、 面向大数据专业的生态型实

践育人新模式

　 　 面向大数据专业的实践育人新模式将实践教

学中各种要素视为有机整体进行体系设计ꎬ 构建

实践教学生态系统ꎬ 支撑实践创新能力培养ꎬ 如

图 １ 所示ꎮ
(一) 实践教学生态系统植根于大数据领域前

沿问题

大数据专业人才需要建立问题意识和数据思

维ꎮ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领域的迅速

发展ꎬ 各类大数据竞赛平台和任务不断涌现ꎬ 领

域前沿问题的开放性问题求解模式已初步形成ꎬ
为实践教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ꎮ 部分典型领

域竞赛和平台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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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面向大数据专业的实践教学生态系统

表 １　 部分典型领域竞赛和平台

竞赛名称 网址

国际知识发现与数据
挖掘竞赛 (简称 ＫＤＤ
－ ＣＵ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ｄｄ ｏｒｇ / ｋｄｄ￣ｃｕｐ

国际大数据分析竞赛
平台 Ｋａｇｇｌ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ｇｇｌｅ ｃｏｍ /

阿里巴巴天池大数据
科研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ａｎｃｈｉ ａｌｉｙｕｎ ｃｏｍ / ｈｏｍｅ /

ＤａｔａＣａｓｔｌｅ 大 数 据 竞
赛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ｋｂｉ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

领域前沿问题根植于行业应用需求ꎬ 反映领

域前沿发展趋势ꎬ 蕴含极具价值的学术问题ꎬ 而

且具有真实用户和需求ꎮ 例如ꎬ 阿里巴巴大数据

竞赛基于 ５ ７ 亿条数据预测用户的购买行为ꎬ 为大

数据分析技术实践教学提供了很好的领域问题和

数据ꎬ 极大提升了实践教学的开放性ꎮ
(二) 领域前沿问题牵引的开放性综合实践驱

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敏锐意识到领域前沿问题牵引的大数据分析

任务在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的重要性ꎬ 我

们系统调研分析了国内外典型的大数据竞赛任务ꎮ
为适应知识建构和学习能力发展特点ꎬ 将领域前

沿问题牵引的开放性综合实践引入实践教学环节ꎬ
对标行业领域对实践创新人才的需求ꎬ 开展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ꎮ
(三) 建设贯通课堂内外的开放教学空间ꎬ 构

建多元参与的开放学习共同体

采用领域前沿问题牵引的开放性实践任务连

接教师、 学生、 领域专家以及开放性实践中的共

同学习者ꎬ 构建多元参与的开放学习共同体ꎬ 适

应互联网时代开放教育发展的趋势ꎮ
开放学习共同体采用多元参与ꎬ 增强知识与

实践的多样性、 交叉性、 开放性和发展性ꎬ 有利

于激发学生吸收新思路、 新方法以创造性解决问

题ꎬ 形成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的倍增器ꎬ 促进实践

创新思维与能力升级ꎮ

　 　 四、 面向大数据专业的实践教学

实施机制

(一) 建设一体化大数据实践课程体系

为了满足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需求ꎬ 我们建

设了一体化的大数据实践课程体系ꎬ 从通用基础

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 大数据专业核心课程、 大

数据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到毕业设计研究课题的四

个主要环节ꎬ 构建对应配套的实践教学环节ꎬ 包

括大数据基础练习实验、 大数据技术应用实验、
大数据综合设计实验和大数据研究创新实验等ꎮ

(二) 开展领域知识牵引的实践教学

我们以课程大纲和实验要求为依据ꎬ 围绕实

践任务设计知识点、 技能点、 案例、 实战项目一

体化的实践教学过程ꎮ 对学生现有知识水平进行

调查分析ꎬ 基于学生学习需求和已有知识经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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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源于实际问题的领域知识衔接理论学习与实践

应用之间的知识建构ꎬ 设计全局知识框架搭建、
核心知识单元嵌入、 知识融合运用与领域知识引

入共同组成的知识建构过程ꎬ 打破传统教学中知

识建构的条块分割ꎮ
围绕开放性综合实践任务ꎬ 打破封闭课堂中

以教为中心、 以教师为主体、 教师讲学生听的传

统教学模式ꎬ 采用专题讲座、 分析研讨、 领域竞

赛技术圈、 讨论区分享答疑等多种形式开展共同

学习ꎬ 建设贯通课堂内外的开放教学空间ꎮ
(三) 基于校企合作构建智能化实践教学平台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构建协同育人实践创新平

台ꎬ 集成领域前沿问题、 行业数据资源、 跨专业跨

学科的前瞻性行业案例ꎬ 开展开放性综合实践任务ꎬ
以公开评测结果实战检验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ꎮ

通过校企联合服务于大数据专业人才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目标ꎬ 建设智能化、 集成化的大数据

实验实训平台ꎬ 涵盖实验实训教学平台、 课程包、
大数据行业综合案例和数据集等资源ꎬ 提供在线

教学与实践支撑环境ꎬ 能够自动测试、 自动展示

实验实训结果ꎬ 提示具体问题或错误ꎮ 共建共享

的实践教学开放创新生态模式有效支撑了课堂教

学、 实验教学与实训考评ꎬ 全面支持教学与实验

的管理需求ꎮ
经过系统的知识建构和实践训练ꎬ 学生掌握

了大数据分析的知识和技能基础ꎬ 并且能够适应

开放性的学习探求和问题求解模式ꎬ 在国内外大

数据分析竞赛中获得了优异成绩ꎬ 实践创新能力

得到明显提升ꎮ

五、 结语

面向大数据专业的生态型实践育人新模式ꎬ
将实践教学中的各种要素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

体ꎮ 适应知识建构和学习能力发展特点ꎬ 将领域

前沿问题牵引的开放性综合实践引入实践教学ꎬ
通过多元参与促进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ꎬ 拓展

了实践教学的广度与深度ꎮ 在未来教学过程中ꎬ
将进一步建设大数据专业实践教育体系ꎬ 开展全

链条一体化的协同育人探索ꎬ 支撑大数据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ꎬ 迎接大数据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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