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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针对实践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理论实践脱节、创新能力不足、产教协

同低效等问题，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调研大数据行业岗位需求及能力评价

指标，构建“价值引领、课赛结合、产教协同、专创融合”的“四维一体”实践教学体系，探索全链条

贯通、多维度协同的育人模式，为实践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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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major, aiming to address prevalent 
issues in practice teaching like the theory-practice disconnect,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efficient industry-education cooperation. By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
views to analyze job requirements and abi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it forms a “four-in-one” prac-
tice teaching system combined “value guidance, integration of courses and competition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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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ajors and innovation”, with a full-chain connectiv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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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大数据技术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专业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学科，致力于培养具备数据分析、处理和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然而，

当前高校实践教学方面仍存在理论实践脱节、创新能力薄弱、产教协同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对大

数据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成为当前

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为对象，通过调研大数据专业相关岗位需求和能力评价指标，基于

“四维一体”实践教学理念，构建“价值引领、课赛结合、产教协同、专创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2. 文献综述 

产教融合是指院校根据所设专业，将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集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科技服务为一体，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产教融合教育发

展水平比较领先的国家，其教育质量、规模和层次等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具有

主体多元化特征，不同主体间人才培养的方式、过程及多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

近年来，国内不少本科院校也积极开展了产教协同实践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宏观层面的研究大多聚焦于

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通过国内外大学的比较研究，得出我国大学产教协同人才培养的影响因

素，并提出了各因素的优化途径(王学良等，2021) [1]。微观层面则更关注具体实践课程体系改革、校内

外实践实训基地建设(刘建平等，2019) [2]、实训教材编写及双师队伍建设等(王姣姣等，2022) [3]，并在

深入分析当前高校实践教学体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创新实践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质量保障、创

新实践教学运行保障三方面提出了如何构建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夏群，2022) [4]。 
在产教融合的背景下，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优化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探索了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路径。例如通过校企合作，增强企业导师人才培养主体意识、增加企业导师

人才培养参与广度、提升企业导师教育教学业务能力(王剑等，2016) [5]；构建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形成评价反馈机制并进行审查与改进，确保第三方教学质量评价的客观公正性，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

升(彭哲，2021) [6]；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基于政府政策，结合行业、企业力量，创新办学机制、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李杰等，2021) [7]，推动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此外，学者们还强调了实践

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实践性，提出了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设计、实训基地建设及双师型教师队伍培

养的具体策略(张悦等，2025) [8]。这些研究为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进

一步推动了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肖才远等，20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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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专业岗位需求分析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市场的不断扩大，大数据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本文通过

问卷调研大数据专业相关岗位及能力指标。调查对象涵盖大数据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企业人力资源

部门等，通过多种渠道共收集 94 份有效问卷，覆盖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企业及岗位类型。 

3.1. 相关岗位分析 

在大数据相关岗位需求调查中，数据可视化岗位需求最高，占比 30.85%，显示其在直观展示数据信

息和趋势方面的重要性。数据分析岗位次之，占比 25.53%，凸显其在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方面的作用。

数据架构岗位占比 17.02%，表明大数据技术发展对数据架构设计的需求增加。数据工程相关岗位占比

14.89%，反映数据工程师在构建和维护数据管道中的关键作用。数据产品经理占比 11.7%，虽相对较低，

但仍是推动大数据产品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部分。具体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Related job position analysis (Single-Choice) 
图 1. 相关岗位分析(单选) 

3.2. 专业人才能力指标分析 

3.2.1. 核心知识要求 
针对大数据专业人才核心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占 86.32%，统计学、概率

论等占 78.95%、数据结构与算法占 76.84%，编程语言占 66.32%，数据库原理占 63.16%，大数据技术(如
Hadoop, Spark 等)占比 58.95%。其中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统计学、概率论等、数据结构与算法、编程

语言占的比例较大，反映在大数据岗位中这四项技能比较重要。具体如下图 2 所示。 

3.2.2. 专业技能要求 
专业技能方面，在大数据专业人才应具备的专业技能问题中，数据收集与处理占比 82.98%，大数据

人才需要具备从各种数据源有效收集数据并进行初步处理的能力，这是后续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基石。

86.17%的受访者认为数据清洗与预处理是大数据岗位的重要职责，这进一步强调了数据质量对于大数据

应用的重要性。数据分析与解释能力同样重要，这要求大数据人才不仅要能够运用统计学、机器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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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还要能够将复杂的数据分析结果转化为易于理解的业务洞察，为决策提

供有力支持。86.17%的受访者认为数据可视化是大数据岗位的重要职责，这表明行业对于直观展示数据

结果的需求日益增强。数据建模与算法开发的比例为 65.96%，表明这仍是一个重要的技能，大数据人才

需要具备开发和优化数据模型、算法的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任务。数据治理与质量

管理占比 45.74%，相比其他专业技能，是容易被组织和个人疏忽的一项重要技能。实践能力的提升是将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的关键，而参与实践项目是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10]。具体如下图 3 所

示。 
 

 
Figure 2. Core knowledge analysis (Multiple-Choice) 
图 2. 核心知识分析(多选) 

 

 
Figure 3. Professional skills analysis (Multiple-Choice) 
图 3. 专业技能分析(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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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维一体”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4.1. 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基于以上岗位需求和能力指标分析，本文构建了“价值引领、课赛结合、产教协同、专创融合”的

“四维一体”实践教学体系，形成全链条贯通、多维度协同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下图 4 所示。 
 

 
Figure 4. “Four-Dimensional Integrate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图 4. “四维一体”实践教学体系 

 
维度一是价值引领的实践育人理念。将价值观教育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实现价值引领与能力培养

的统一。明确学生在专业认知实践中应掌握的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核心技能，以及应

培养的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终身学习能力。 
维度二是课赛结合的实践教学方法。通过专业竞赛成果转化，实现学科竞赛与实践课程的深度融合。

促进学科竞赛与实践课程深度融合，如在大数据分析课程中开展竞赛，让学生分析企业实际数据，提升

技能和竞争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 
维度三是产教协同的实践教学环节。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体系，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和项目

指导，参与课程设置和教学评价；高校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储备，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维度四是专创融合的人才培养路径。将专业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培养创新意识和创

业能力。如在专业课程中引入创新创业案例和项目，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机会，开展创新创业

活动。 

4.2. 实践教学实施步骤 

具体实施分为教学设计、教学实践和总结反馈三个阶段。 
在教学设计阶段，需要系统性地梳理专业认知实践、专业综合实践、专业实习等环节的能力目标与

育人目标。能力目标结合行业需求与学科前沿，明确学生应掌握的核心技能，如技术应用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等；育人目标立足根本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和终身学习能力[11]。同时，

结合产教融合，将企业实际需求与实践目标结合，建立长效机制。 
在教学实践阶段，首先构建科学合理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专业特点和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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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有机融合，突出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采用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教育资源，通过课堂观察、学生反馈、成果展示等方式，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改革实践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教学手段，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总结反馈阶段，运用前期构建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全面评估，针对存在

的问题调整并优化实践教学内容，分析其有效性和不足之处，形成“实践–评价–改进”的良性循环。

建立协同育人团队，整合校内外资源，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育人机制。协同育人团队应包括高校教

师、企业导师、行业专家等，通过定期交流、联合教研、资源共享等方式，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

[12]。同时，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分工，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确保协同育人的顺利实施，为实践

教学改革提供持续优化的路径和理论支持。 

5. 总结 

本文以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为例，针对大数据岗位需求和高校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四

维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不仅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其他相

关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与改革将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方

向，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机制与模式，推动实践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形成可推广的

教学改革研究成果，为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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