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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全国高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教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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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010年，大数据时代开启
n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n据相关机构统计，我国大数据人才缺口在150万
n高校肩负大数据人才的培养重任，大数据系列
课程建设至关重要
n厦门大学在2013年开设了大数据课程，属于较
早开设大数据课程的高校之一
n2013年，找不到1本大数据教材，更找不到相
关的课程资源，当时高校存在“三缺两难”
n2013年12月，团队自编的大数据讲义PDF发布
到网络，1个月下载量突破30万次，高校对课程
及其配套资源需求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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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大数据教学面临的问题

是困难，也是机遇
团队深耕大数据教学10年，
在全国高校形成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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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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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规律方面：通识入门进阶实训

授课模式方面：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

1.开展“进阶式”大数据系列课程建设，形成“集群”效应，缓解“缺课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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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导论

Python程序设计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大数据高级编程

大数据实训案例

通识课程

入门课程 进阶课程

实训课程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建设成效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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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进阶式”大数据系列课程建设，形成“集群”效应，缓解“缺课程”问题

建设7门大数据精品MOOC课程，累计学习人数超过 50 万+
1门荣获”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门荣获“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

建 设  M O O C
课程获得 “最美慕课 ”



课程建设成效

• 7 门精品MOOC课程累计学生50 万+，1门MOOC上线“学习强国”

Ø 教育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学习人数

ü 全国大数据类的课程，第一

ü 厦门大学第一单位的课程，第一

Ø 荣誉

ü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8）

ü 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2020)

ü 中国教育电视台“最美慕课”(2019)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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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进阶式”大数据系列课程建设，形成“集群”效应，缓解“缺课程”问题

学习强国APP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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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面向信息学科的“递进式”系列大数据教材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开展“多模态”课程资源建设，缓解“缺资源”问题



2.开展“多模态”课程资源建设，缓解“缺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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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500+所高校采用，年销量超15万册(2022年)

• 《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2015年7月出版）

Ø国内高校第1本大数据教材

Ø被人民邮电出版社评为“2017年度好书”

Ø荣获“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2018年优秀出版物奖”

Ø年销量超5万册，累计销量超25万册

• 《大数据导论（通识课版）》年销量超3万册

课程资源建设成效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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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优质资源共享平台

  （国内资源最全、访问量最高、全免费）

• 建设课程资源服务网络平台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开展“多模态”课程资源建设，缓解“缺资源”问题

• 9门课程PPT
• 50+案例
• 300+实验指南
• 1500+习题
• 4000+技术文章

网络访问   无需注册   免费使用平台用户覆盖国内500多所高校
平台访问量突破200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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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多模态”课程资源建设，缓解“缺资源”问题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程资源建设成效

5000+教师加入社群，不同高校教师在社群里讨论交流，互相学习进步



3.校企共建实验平台和实训基地，实现“以训促学”

Ø 资源嵌入4家大数据上市企业产品平台

Ø 已经用于300+高校的实验教学中

• 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平台

Ø 覆盖华为、百度等企业25个基地

Ø 航空、交通、公共安全、海洋、医学

• 建设面向重要领域的大数据实训基地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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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与基地建设成效
大赛名称 级别 获奖本科生

第45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EC-Final，2021年 金奖 王炳森、刘久一、赖睿朗

第13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2020年 一等奖 陈锰钊、曾艺鑫、蒋卓凌

全国高校绿色计算创新大赛，2020年 一等奖 李超然、徐惠三、龚子玉
林雅岚、潘燕婷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2019年 一等奖 李远航、王炳森、洪佩怡

全国大学生华为杯智能设计比赛 一等奖 陈婷婷、刘畅、李梓泷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3.校企共建实验平台和实训基地，实现“以训促学”

(仅展示部分学生获奖情况)



4.“卡脖子”问题引导的科教协同育人，促进教研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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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海洋：《中国-东盟海洋大数据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国家海洋局项目，2016-2018

Ø 交通：《数字福建城市交通大数据研究所》福
建省发改委项目，2020

Ø 医疗：《数字福建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所》福
建省发改委项目，2020

Ø 医疗：《厦门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 
福建省发改委项目，2018

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培养研究型人才

Ø 智慧海洋大数据中心基础能力建设与关键海域
示范应用案例，国家发改委项目，2019-2021

Ø 多平台多模态点云大数据处理案例，重点研发
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2021-2024

Ø 城市疫情防控和应急响应空间大数据分析案例，
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应急科研攻关项目，2020 

Ø 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交通大数据分析案例，省
发改委项目，2018-2020

从科研项目凝练大数据教学案例反哺教学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4.“卡脖子”问题引导的科教协同育人，促进教研相长

学生参加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展 金砖厦门会晤交通大数据案例
16

科教协同建设成效

• 学生主导的两项交通大数据分析案例入选2018年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 带领学生开发新冠疫情跟踪小程序、疫情风险评估工具

• 连续三年带领本科生在数字中国峰会参展交通大数据研究成果

• 本科生参与计算机网络、空间大数据、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重要会议INFOCOM、

Ubicom、AAAI上发表论文1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新冠疫情跟踪小程序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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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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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采用新模式开展高校大数据师资培养（团队自己组织的培训）

第1期到第6期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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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第7期到第14期合影

• 在厦门大学累计举办了20期大数据师资培训班
• 为500+所高校培养700+位教师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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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接受培训后的教师给予我们团队高度评价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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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017 .5 .12-13，第1届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研讨会

2018 .5 .11-12，第2届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研讨会

在厦大承办5届全国高校大数据研讨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教指委
主办），林子雨是会议发起人，担任大会主席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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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019 .5 .10-11 ,  第3届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研讨会

2021 .5 .14-15 ,  第4届全国高校大数据教学研讨会

四届会议累计1600+人来到厦门大学参会，国内同类型教学会议参会人数最多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23

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022年5月14日，举行第5届（受疫情影响，在线会议）！有来自800多所高校的
2900余位教师通过腾讯会议参会，“厦大视频号”直播观看人数达到11万次



5.采用“九位一体”新模式为全国高校培养大数据师资，解决”缺师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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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 举办100余期“大数据百家讲坛”在线讲座

• 邀请全国大数据专家、学者做公益讲座

• 拓展大数据授课教师的知识面，提升水平

• 6万+人次参与（平均每场500+教师收看）



6.开展全国巡讲，加快大数据课程在全国高校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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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截至2023年2月，累计宣讲

• 11个省

• 22个高校（3所985，9所本省）

• 1个科研院所

• 26场公开课

• 听众人数超过5000人

到全国高校讲授大数据公开课，举行教师座谈会



获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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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2021年高校计算机专业优秀教师奖励计划”

获奖者：林子雨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和高校计算机类教指委联合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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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厦门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获得荣誉

荣获“2022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林子雨  主讲国家级精品课程，主
要研究大数据教学理论和实践，编
写了12本大数据教材

夏小云，主要研究大数据教学
理论，策划并组织教学资源建
设和教学研讨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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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本课程旨在实现以下几个培养目标：
p引导学生步入大数据时代，积极投身大数据的变革浪潮之中
p了解大数据概念，培养大数据思维，养成数据安全意识
p认识大数据伦理，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大数据伦理规范要求
p熟悉大数据应用，探寻大数据与自己专业的应用结合点
p激发学生基于大数据的创新创业热情

1.大数据通识导论

第１章　大数据概述
第２章　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
第３章　大数据技术
第４章　大数据应用
第５章　大数据安全
第６章　大数据思维
第７章　大数据伦理
第８章　数据共享
第９章　数据开放
第１０章　大数据交易
第１１章　大数据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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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2.大数据专业导论

第1章 大数据概述
第2章 大数据与其他新兴技术的关系
第3章 大数据基础知识
第4章 大数据应用
第5章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第6章 数据存储与管理
第7章 数据处理与分析
第8章 数据可视化
第9章 大数据分析综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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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3.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课程内容
第1章 概述
第2章 大数据实验环境搭建
第3章 网络数据采集
第4章 分布式消息系统Kafka
第5章 日志采集系统Flume
第6章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集成
第7章  ETL工具Kettle
第8章 使用pandas进行数据清洗

课程特色
p 支持在Windows和Linux系统下开展实验
p 包含丰富的实验案例
p 和大数据系列其他课程（教材）无缝衔接



32

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4.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

入门级课程
构建知识体系、阐明基本原理
引导初级实践、了解相关应用

共17章，内容包含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大数据处理架构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分布式数据库HBase、NoSQL数据库、云
数据库、MapReduce、数据仓库Hive、Spark、流计算、Flink、
图计算、数据可视化以及大数据在互联网、生物医学领域和其他行
业的应用。

全国500多所高校采用教材
2018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20年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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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5.Spark编程基础

2020年福建省线上一流本科课程

进阶级大数据课程，系统介绍了Spark编程的基础知识。共8章，内容包括大数据技术概述、Spark的
设计与运行原理、Spark环境搭建和使用方法、RDD编程、Spark SQL、Spark Streaming、
Structured Streaming、Spark MLli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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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6.Flink编程基础

第1章 大数据技术概述
第2章 Scala语言基础
第3章 Flink的设计与运行原理
第4章 Flink环境搭建和使用方法
第5章 DataStream API
第6章 DataSet API
第7章 Table API&SQL
第8章 Flink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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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7.大数据实训课程

2018年大数据实训课程班级合影



36

三、厦门大学建设的大数据系列课程

未来建设的课程——数据治理

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化高技能人才
的高质量供给越来越成为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
的重中之重，近几年，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都
开设了数据治理的相关课程，并将其作为一个
特色课来开展相关实践，如何满足初学者的需
求，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数字化人才，
是各大高校在不断思考和改进的方向



谢谢各位老师！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