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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2日至13日，第1届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研讨会（BDTS2017）在厦门大学科
艺中心音乐厅隆重丼行。本届研讨会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厦
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贵州师范大学、人民邮电出版社联合承办，旨在搭建专业的大数据教
学交流平台，汇聚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精英力量，共同探讨大数据专业和课程体系建设，为加
快推进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发展贡献力量。来自全国300多所院校的400余名教师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 
        厦门大学谭绍滨校长助理、人民邮电出版社教育中心营销部肖稳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
科学院、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重点院校的6位大数据教学知名专家，以及来自
国内知名大数据企业的3名业界专家出席会议幵做特邀大会报告。厦门大学林子雨助理教授主持
会议。 
        更多内容请访问大会官网：http://dblab.xmu.edu.cn/post/bigdat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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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产生的背景——产业发展催生 

部分计算
机专家首
次提出大
数据概念。 

美国政府
通过
Data.gov
网站开放
政府数据。 

麦肯锡公司发
布《大数据：
创新、竞争和
生产力的下一
个新领域》报
告，大数据开
始备受关注。 

美国政府发布
了《大数据研
究和发展计
划》，标志着
大数据已经成
为重要的时代
特征。 

大数据元年，
数据成为资源，
几乎所有世界
级互联网企业，
都将业务触角
延伸至大数据
产业。 

3月1日，贵
州.北京大数
据产业发展
推介会在北
京隆重举行，
贵州大数据
正式起航。 

8月，国务院
印发《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10月，
十八届五中全
会将大数据上
升为国家战略。 

3月，“十三
五”规划纲
要出台，明
确指出“实
施国家大数
据战略”。 



一、专业产生的背景 

       大数据上升至国家战略成为共识。大数据时代，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
争夺日趋激烈，数据权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之后的新制权，大数据处理能
力成为强国弱国区分的又一重要指标。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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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产生的背景 

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 



一、专业产生的背景（核心：人才是关键） 

（一）产业发展需要大数据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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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缺口将高达19万； 

美国企业还需要150万能够提出正确问题、运用大数据分析结果的大数据
相关管理人才； 

85%的500强企业已经或正在筹划推出大数据项目，未来几年这些企业在数
据分析上的投资将平均上涨36%； 

（二）大数据相关专业发展情况 

国外:美国Top50院校中的哈佛、斯坦福、卡内基梅隆、哥伦比亚大学、芝
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5所高校均开设了大数据相关专业; 

国内：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厦
门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也在研究生层次建立大数据专业。已有35个高
校拥有本科专业。 



一、专业产生的背景——科学范式发展催生 
       2007年，计算机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总结了四个科学范式。 

以建模和归纳为基础 第二范式（理论范式） 

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 第一范式（经验范式） 

以模拟复杂现象为基础 第三范式（模拟范式） 

以数据考察为基础 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范式） 

        可以说，第四范式是采用大数据解决科学问题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 

        第一范式以实验为基础，是以可重复的实验为基础。 

        第二范式以建模和归纳为基础，是以可解释自然规律的数学表达为基础
的。 

        第三范式以模拟复杂现象为基础，是以能依据机理有效建立计算数学模
型，借助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分析为基础的。 

        第四范式以数据考察为基础，是以数据为中心的科学范式。 

         四种范式互相补充。 



二、专业获批情况 
2015年，获批3所高校：其中理学1所，工学2所。 

2016年，获批32所高校：其中理学3所，工学29所。 

按地区分布：17个省（区、市）的35所高校申报成功。 

贵州省得益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5所高校获批。 



二、专业获批情况 

按高校分布：985高校、211高校尚未全面发力。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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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高校 

211高校 

其他高校 

在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驱动下，未来申请该专业将可能呈现逐步
增长趋势 



三、与相关专业的差异——以数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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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相关专业的差异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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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相关专业的差异 

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从数据分析角度来看 



四、培养方案应重视产学研相结合 

1、大数据产业链 



四、培养方案应重视产学研相结合 

2、贵州大数据产业布局（1） 



四、培养方案应重视产学研相结合 

2、贵州大数据产业布局（2） 



四、培养方案应重视产学研相结合 

3、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 

贵阳大数据产业技术联盟，聚集
了英特尔、戴尔、华为、甲骨文
等。 

食品安全云、电子商务云、金融云等20朵云投
入运营。 

2015年高新区新增注册大数据企业达607家。 

贵州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已超过5000亿元，年均增
长20%以上。 

高通、富士康、微软、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
等200多个大数据项目落户贵州注册企业达到1.7万
家。 



四、培养方案应重视产学研相结合 

4、贵州师范大学已做的准备 

产 

• IBM 

• 华为 

• 浪潮 

• 西门子 

• 贵安数字经济产业
园 

• NIIT 

• 子雨大数据 

• 梆梆安全学院 

学 

•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 数字媒体与技术专业 

•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 

• 贵安.贵师大IBM大数据
学院 

• 浪潮大数据学院 

研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点 

• 网络空间安全硕士点 

• 贵州省信息与计算科学重点实
验室（省科技厅） 

• 喀斯特地区关键信息技术及应
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国家级） 

• 贵州师范大学智能计算与控制
技术工程实验室（省发改委） 

• 贵州省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工程
实验室（省发改委） 

• 贵州师范大学大数据安全重点
实验室（校级） 

 



五、培养方案应高度重视实践环节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以大数据产业和IT产业的需求
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为切入点，探索和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即2年基础理论教育，1年
专业知识教育，1年校企或校校联合实践培养，并重新赋予这
种人才培养中理论、实验、实践、实训、毕业设计（论文）
各个教学环节以新的内涵，将校企业合作引入软件产业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与IBM、浪潮联合成立了贵安.贵

师大IBM大数据学院、浪潮大数据学院，启动了IBM联合培养
大数据专业人才方案。已制定完成专业培养方案。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申报文档的组成 

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2.学校基本情况表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6.教师基本情况表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10.增设专业的区分度 

11.增设专业的基本要求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专业代码 080910T  专业名称  
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 

学位 工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计算机类 专业类代码 0809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大数据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申报审批专业数据 

T：特色专业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2、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品格健全，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和良

好的职业道德精神。掌握信息科学、数理统计和数据科学的基础理论，

熟练掌握大数据的采集、预处理、存储、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等技术与

核心技能。具备领域大数据系统集成、应用软件研发、数据分析、大数

据系统运维和数据安全等初级能力，具备一定的数据科学研究能力以及

数据科学家岗位的基本素养。可从事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部

门的大数据研究、咨询和教育服务工作。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3、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学科带头人)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3、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学术带头人)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4、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课程维度）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4、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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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4、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六、专业申报案例（贵州师范大学） 

4、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素质拓展与创新创业课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