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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大数据专业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

陈　伟　郝慧君　贺国栋　周书航

温州商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依据成果导向理念，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结合专业毕业要求和指标点，建立数据分析课

程群（包含《应用统计学》《Python 数据分析与展示》《机器学习基础》《深度学习》等课程），加强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

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特别是解决实际数据分析工程项目问题的能力。数据分析课程群在教学中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可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加强专业人才综合能力培养，以不断适应企业行业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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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著名的质量评估和保障

体系，通过专业认证的工程类毕业生可以实现对工程师

资格的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可。我国从 2006 年就开始工

程教育认证工作，并于 2016 年成为《华盛顿协议》的

第 18 个正式成员。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思想是以

学生为中心，践行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形成持续改进

的保障体系（林健，2015）[1]。工程类本科专业需要根

据毕业生要达到的工程师质量标准（包括毕业生应具备

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等）制定该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

要求，并围绕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不断的优化课

程体系，完善师资队伍，改进办学条件，从而实现与国

际接轨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课程教学是实现专业毕业要求的重要途径，对于

根据毕业要求分解后的毕业要求指标点，通常需要多门

课程来支撑，从而实现毕业要求指标点的目标达成（周

红坊等，2017）[2]。因此，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指导

下，需要结合本专业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对课程进行合

理的规划和设置，可以将支撑同一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课

程划分到课程群，理顺课程群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进行

课程群的建设，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和

教学进程等，提升毕业要求的目标达成度。

王嘉才于 2001 年就开始使用课程集群化的建设理

念进行课程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王嘉才等，2001）[3]。

冯滨鲁等在地方院校根据师范类专业的建设要求，对数

学专业课程结构进行重组从而开展课程群的建设与探索

（冯滨鲁等，2014）[4]。郑丽萍等在工程专业进行课程

群的教学规划研究，强调课程群的内外在逻辑以及实践

能力的培养，进行了软件工程专业的 JAVA 课程群进行

探索实践（郑丽萍等，2015）[5]。周晶平等在新工科背

景下结合新形势下工程师能力的要求从而更好的指导计

算机类专业的课程群教学规划（周晶平等，2018）[6]。

高燕等工程教育认证视阈下按照 OBE 的理念对计算机类

专业的 Web 应用开发课程群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高

燕等，2018）[7]。刘辉等进一步将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的理念应用到民办独立学院，对民办本科高校的软件工

程专业进行课程群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刘辉等，

2019）[8]。程芹等针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提出的培养

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要求，设计出包括化

学反应工程课程群，为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能力提供助益（程芹等，2020）[9]。夏小云等在嘉兴

学院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对程序设计课程群的

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改革，通过不断优化课程之间的

衔接和内容，改进考核方式，为计算机类专业学生达成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供了重要支撑（夏小云等，2022）
[10]。

从以上教学研究实践来看，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背景下，以学生为中心，理清学与教之间的关系，对标

专业认证的毕业要求构建课程群和整合优化课程群内的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提升毕业要求的目标达成度。然而，在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本文简称大数据专业）中

最重要的专业课程群之一——数据分析课程群的相关研

究和教学实践还鲜见报道，尤其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

教学实践亟待探索。本文在教学实践中依据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理念建立大数据专业的数据分析课程群（包含

《应用统计学》《Python 数据分析与展示》《机器学

习基础》《深度学习》等课程），理清课程群内各课程

的教学目标，整合优化课程群内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建立层层递进的课程群，使学生掌握符合行业需求的数

据分析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工程实践能力，对达成大数据

专业工程教育认证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的数据分析课程群

教学改革的措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可

以提升大数据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学生分析和解

决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能力，其主要实施路径如图 1

所示。

（一）开发系统知识一体化的数据分析教学内容

根据毕业要求指标点，研究课程对于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需求，构建一套包含从理论知识到数据分析

的系统知识体系的一体化的层层递进的数据分析课程

群，促进学生建立完善的知识框架，增强交叉知识的积

累（图 2）。理清课程群内《应用统计学》《Python 数

据分析与展示》《机器学习基础》《深度学习》这四门

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按照数据分析的流程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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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进行整合并按照课程实现层次性递进，渐进式的培

养学生数据分析的能力。

（二）基于 CDIO 理念的项目式教学改革

按照大数据行业产业发展及职场需求，需要注重

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采用了项目式教学。项目

式教学中采用三个层次的项目递进式的进行教学，第一

层次针对知识点的学习采用虚拟项目，第二层次以完整

的实际案例进行教学讲解，第三层次学生分小组选择项

目进行实践完成。在项目式教学中践行 CDIO 工程教育

理念，以项目为引导，实现做中学、学中做，将构思、

设计、实现和运行这四个环节根据数据分析的工作流程

贯穿整个课程群，提升学生的分析大数据问题及动手编

程实践能力。

（三）通过课程思政和科学的课程考核方式调动

学习积极性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下，课程目标的达成是

实现毕业要求的达成的重要基础。其中，学生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是支撑课程目标完成的重要因素。没有主动学

习的积极性很难对知识点进行学习理解，在项目式实践

环节就更难进行动手编程实现。在课程群的教学过程中

重视课程思政，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思

想上推动学生进行主动学习，激发其学习积极性。课程

考核方式也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数

据分析课程群中，改变单一机械的期末考核方式，采用

多元化考核方式，主要包括学习笔记、章节测验、阶段

考核、实验报告以及项目综合实践等。注重学生全过程

学习的考核，激发学生的全过程的学习积极性，避免出

现“临时抱佛脚”，“考完既忘”等现象。

（四）构建数据分析工程实践体系

通过数据分析课程群中理论实践一体化以及学科

竞赛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构建数据分析实践教学体系，

培养学生数据需求分析能力和数据处理决策能力。不仅

在课堂上通过理实结合、项目式教学的方式进行项目实

践演练，并且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知识性、趣味性的数据

分析竞赛和大数据技术竞赛（如泰迪杯、大学生大数据

技术竞赛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使学生的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外，培养学生在复杂大数

据工程问题下进行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复

杂数据的决策能力。

三、大数据专业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成效

（一）问卷调研评价

图 2 层层递进的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

图 1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实施路径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大数据专业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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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进行数据分析课程

群建设可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复

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能力。本研究还设计了一份调查问

卷用于评价 20 级大数据专业学生对数据分析课程群建

设的满意程度（表 1）。从结果上可以看出，“有助于

提高分析和解决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能力”的好评率

在91.67%，其他几个方面的好评率都在80%以上。因此，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可以反应出大数据专业数据分析课程

群建设初见成效。

（二）学生的工程能力素质显著提升

在课程教学过程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的工

表1 大数据专业数据分析课程群建设成效调查统计结果

序号 指标 好 一般 差 好评率

1 教学方法满意程度 50 8 2 83.33%

2 调动学习主动性 48 10 2 80.00%

3 有助于提高编程实践能力 54 5 1 90.00%

4 全面掌握课程知识点 55 3 2 91.67%

5 提高使用网络工具进行自主学习能力 55 3 2 91.67%

6 有助于提高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 53 6 1 88.33%

7 有助于提高分析和解决复杂大数据工程问题的能力 55 4 1 91.67%

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的放在首位。从课程项目报告考核来

看，学生能够数据分析业务需求并开展相应的分析工作，

具有较高的质量，学生的工程能力素质显著提升。与此

同时，以数据分析课程群教师团队为基础，各类竞赛为

契机，积极组织并辅导大学生参加各种大赛。2023 年

度学生以数据分析课程群为基础的学科竞赛和科研成果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先后组织学习参加大数据技术竞赛、

泰迪杯数据分析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并获得

国家级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省级一

等奖 6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6 项以及国家级创新创

业项目 2项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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