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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新工科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 

–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分析研究新工科的内涵、特征、规
律和发展趋势等，提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理念和思路。 

–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面向新经济发展需要、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对传统工科专业进行更新升级 
• 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 

–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
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和实践 

–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研究制订新兴工科专业教学质量标
准，开展多维度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等。 

–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提出推进工程教育办出特色和水平
的宏观政策、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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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工科的理解 

• 在人才培养体系中贯穿新工科的思想 
– 实现学科的交叉与深度融合的目标 

• 交叉性课程 
– 力度不太够 

• 交叉专业 
– 要做到适配性组合，避免0.5+0.5的问题 

– 用能力的拓展代替知识的拓展 

–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课程内容设计 

– “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 通过具有真实产业背景的项目，帮助学生体验创新到
创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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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新工科教育 

•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领域新的产业方向 

• 具有天然的学科交叉的基因 

– 代表新的科学范式 

• 第四范式 

– 对其它学科有强大渗透力 

• 创新创业的热土 

– 大数据是和产业前沿紧密结合的方向 

– 大量的创新创业的项目都和大数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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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下大数据人才培养的特点 

• 新工科为大数据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空间 
– 大数据专业的建设 

– 大数据与相关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新设专业建设
中发挥作用 
• 智能科学 

– 大数据可以在传统学科改造中发挥作用 
• 新媒体技术、医疗信息学、。。。 

• 新工科也为大数据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 聚焦核心能力 

– 加大与产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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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专业人才能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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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下大数据人才培养目标 

• 技术融合专业 

– 将大数据和相关技术作为专业的主要支撑能力 

•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 智能科学专业 

– 深入理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技术，
特别是对大数据分析技术有重要的需求 

– 培养特点 

• 掌握大数据管理和分析的主要技术和模型 

• 强调对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 

• 理解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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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下大数据人才培养目标 

• 模型融合专业 

–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专业的工具型支撑能
力 

– 深入理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领域的需求与
主要模型 

– 培养特点 

• 掌握业务需求、能够设计并实现分析模型，了解获取数据
的途径 

• 强调对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强调对业务和分析需求的
掌握 

• 了解大数据管理技术，不同程度的理解大数据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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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下大数据人才培养目标 

• 大数据工程师 

– 主要面向计算机相关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实践者，
能够完成大数据领域相关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 培养特点 

• 了解业务需求、能够实现和优化分析模型，能够开发
支撑大数据分析的数据处理和加工系统 

• 强调对大数据处理和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工具使用
的深入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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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大数据相关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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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 目标 

– 能够利用数据建模、分析与处理、统计推断的基本理论、
方法和技能，从事大数据有关教学、科研、开发和应用
的“复合型”人才 

–  掌握大数据相关的统计、计算机、数学和应用学科的基
础知识，以及数据分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基本技能 

– 通过系统学习专业课程，培养既有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
又有深刻数据视野的数据科学人才和数据技术人才，满
足大数据相关产业对基础人才的需求 

• 培养模式（“2+2”） 
– 前两年在相关院系进行基础知识的学习 

– 后两年在大数据学院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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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程序设计、统计学、大学物理、模拟电子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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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医工学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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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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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挖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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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新媒体分析、

决策理论、金融风

险管理、社会科学

方法论 

数据结构、概率论基础、计算机原理、数值算法与案例分析、人工智能、

大规模分布式系统、数据可视化 、数据库、统计学基础、最优化方法、

统计(机器)学习、统计计算、金融与经济数据挖掘 



数据科学第二专业 
• 目标 

– 掌握大数据的思维方式 
• 利用数据解决问题 

– 具有交叉学科思维 
• 跨学科的课程设计 
• 多学科背景的班级组织 

– 具有大数据分析的能力 
• 良好的数学基础 
• 基本的编程能力 

• 理解大数据分析平台技
术 

• 理解数据分析与挖掘的
原理和技术 

• 教学计划规定的41 学分 
– 专业必修课26学分 

• 专业课程学学习 

• 毕业设计，组队完成项
目（学科交叉、学校和
企业导师） 

– 选修专业课15 学分（模
块化领域方向） 
• 数学、新闻、经济和管
理、生物和医学等各个
学科的基础课程 

• 学生需要修满至少一个
专业的课程 

• 成绩合格者，将颁发
《数据科学》第二专业
证书  



本科第二专业 

• 学生情况 

– 几乎覆盖复旦大学所有的专业 

– 文理科比例约35:65 

–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 

•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 学生背景的差异性 

– 由于教室规模的问题，限制了学生的规模 

• 最大的教室可容纳140人 

• 上海东北片高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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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数学分
析、概率与统计) 

编程基础 
（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计算思维） 

 

系统基础 
（计算机系统

基础） 

数据科学第二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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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 目标 
– 系统掌握智能系统构建的核心理论与技术 

– 具有较强的综合动手能力 

• 由信息学院、计算机学院、类脑研究院、微
电子学院共建 

• 涵盖四个方向 
– 智能系统 

– 智能数据处理 

– 智能芯片 

– 类脑智能 



大数据课程体系的组织规划（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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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 

数据科学第
二专业 

智能科学与
技术专业 

“2+2”项目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建设中） 
• 背景 

– 探索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模式 
• 从单纯的技能培养到思维方式的培养 

– 应对新工科背景下的计算机教育的需要 
• 将计算机的最新技术发展融入到其它专业的教学过程，支
撑“半专业”计算机人才的培养 

• 课程设计原则 
– 基础性 

• 掌握的基本编程技能 

– 前沿性 
• 课程涵盖机器学习等领域最新知识 

– 实践性 
• 通过1-2个综合课程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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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学程的教学组织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程 
– 课程体系设计 

• 基础类 
–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离散数学 

• 核心知识类 
–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现代计算机与网
络系统、数据库与数据挖掘、数学建模 

• 实践类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践、领域数据学与实践 

• 每门课4学分 
– 课程内容融合 

– 增加研讨性内容 

– 增加实践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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