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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挖掘是统计学、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开设的专业课。数据挖掘课程的实践教学质量

是专业素养培养的重要内容。为了进一步提高课程实践教学质量，本文将探讨企业课堂与校园课堂并行

的“双课堂”教学模式。在课程新模式下，改革了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授课教师、学业评价和教学环

境。问卷调查显示：(1) 企业课堂不仅让学生体验到了企业数据挖掘的真实场景，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

解了算法原理。(2) 学生认为在线的企业课堂不仅节约时间而且灵活性高，是校内课堂的有益补充。(3) 
“双课堂”模式下的实践教学获得了学生的好评，学生愿意向同学和朋友推荐企业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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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mining is a specialized course offered in many majors such as statistics, data science and com-
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data mining courses is an im-
portant aspect of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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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eaching in the cours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du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f paral-
lel company classroom and campus classroom. In the new model, the teaching content, instructors,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have been reformed. The ques-
tionnaire survey shows that: (1) The company classroom not only allows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eal scenarios of company data mining, but also helps them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algorithms 
better. (2) Students believe that online company classrooms are not only time-saving but also flexible. 
Company classroom i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campus classrooms. (3) Practical teaching under the 
“dual classroom” model receives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tudents.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recommend 
the company classroom to their classmates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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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Classroom,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ata Mining, Practical Teaching, Company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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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挖掘是统计学、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开设的专业课，既重视理论基础也重视实

践能力的培养。以 B 校为例，数据挖掘课程是一门 3 学分课程，其中，2 学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1
学分则专注于实践技能的培养。许多高校数据挖掘课程存在以下问题：实践环节薄弱[1]，重基础理论轻

实践，教学内容陈旧[2]；偏重理论、局限于课本中某种挖掘算法的讲解和实现[3]等。此外，数据挖掘课

程内容是多学科交叉的，涉及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在近些年飞速发展的领域知识。数据挖掘课程在当

前也面临着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的挑战[4]，需要不断更新实践教学内容。本课程教师基于产教融合，积

极探索了“双课堂”教学模式。对在该教学模式下进行学习的两个班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

该教学模式下的实践教学比较满意。 

2. 问题 

在教学改革之前，与全国许多数据挖掘课程类似，B 校课程也存在实践教学与产业联系不紧密等情

况。其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教学内容方面，课程实践内容和现实中的问题存在差异。实践教学拘泥于

教材提供的案例，对照书本进行编程实验，缺乏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复杂的实际问题。此外，教材中的实

践内容通常按照理论体系模块进行编排，但在实际运用中，企业实践更侧重于按照工作流程进行。第二，

课程教师方面，实践环节的课程教师仅有校内的授课教师，学生未获得在行业企业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

无法获得来自业界的实践指导和支持。第三，学业评价方面，评价局限于校内，未获得来自职场的认可。

由于缺少职场的实践，从没获得职场的评价，有的学生就业时不自信，有的为了躲避就业选择考研。第

四，教学环境方面，拘泥于校园的线下课堂，学生对产业现状知之甚少。由于缺乏真实产业的实践经验，

学生在面对实际工作挑战时可能感到迷茫和不安。 

3. “双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 

3.1. 改革思路 

授课教师积极探索以提高实践教学满意度。一方面学习国家教育政策文件，从中寻找实践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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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另一方面阅读教学研究论文，借鉴改革经验。 
近年来，国家对产教融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 95 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紧密围绕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文件指出“深

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此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 年)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教育改革措施。根据文件精神，产教

融合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帮助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措施，也是高校主动适应产业升级推动课程建设的

重要渠道，更是产业发展所需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重要保障。数据挖掘课程的实践教学应该以产教融合为

方向。 
学术界对产教融合的研究包括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高等教育办学类型。产教融合的

主要研究内容有：产教融合的合作机理[5]、影响因素[6]等内在机制；产教融合的效果评价与对策研究[7]；
国外高校产教融合的模式与分析[8]，例如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9] [10]，荷兰的校企合作[11]，英国的办

学经验[12]等；国内产教融合的模式与经验总结，包括产教融合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3]-[15]等。针对数

据挖掘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近几年已有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将 SE-CDIO 教学模式引入数据挖掘课程教

学，提出在 SE-CDIO 教学理念下的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1]；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实验设计、考核评

价机制、课堂形式以及辅导方式、实验平台等方面做了探索与设计[2]。提出面向数据挖掘课程的综合性

实验设计[3]；将大语言模型既作为理论也作为工具，使其融入数据挖掘课程教学过程中[4]。 
由于每个学校的教育环境、学生背景、师资力量以及可用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样地，不同企业

也因其行业特性、发展阶段、企业文化、运营条件和企业愿景等因素而展现出不同的产教融合需求，衍

生出产教融合的不同方式。因此，文献中介绍的产教融合模式可供借鉴，但是不适宜照搬。 

3.2. “双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 

根据文件精神，结合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教学目标、学生特点、师资状况及教学资源等，B 校课程

选择了一条与已有文献研究不同的改革路径，如图 1 所示，从产教融合的角度出发，增设“企业课堂”，

建立“校内课堂” + “企业课堂”的“双课堂”教学模式，在这个教学环境中，校内课堂和校外企业课

堂同向同行。由此形成校内小型实践，企业课堂深度实践；校内课堂教师授课，企业课堂由企业教师授

课；校内课堂教师评价，课外课堂由企业教师评价；校内线下授课，校外线上授课的教学模式。 

3.2.1. 教学内容 
在“双课堂”教学模式中，“校内课堂”仍然重视课程的理论教学，力争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先进

性、科学性，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校内课堂”的实践环节重点讲解算法原理与实现。

增设的“企业课堂”重点是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企业课堂”的内容由企业根据工作实践设置，实践步

骤按照企业工作流程进行安排而不拘泥于教材的讲授顺序。企业课堂引入的案例来自实际业务，企业教

师们从中选择典型问题和数据，脱敏处理后作为教学案例。案例中的数据总量大，变量多且数据关系复

杂，例如：《民宿价格预测》《信用卡欺诈预测》《保险大数据》《舆情大数据》等。课程因材施教，允

许学生进行多样化的选择。学生可以根据案例内容选择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企业课堂。鉴于产业数据的

安全性，内容部署在企业平台。 

3.2.2. 授课教师方面 
实践课由校内教师和企业教师共同完成。校内课堂的实践由校内教师讲授，侧重于帮助学生理解算

法原理。企业课堂则由企业具有丰富的数据挖掘经验的工程师负责。企业授课教师的专长必须与课程专

业方向一致。此外，教师信息以及企业信息报送学校进行备案。企业教师分享实际工作经验，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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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理解产业现状和需求，提升学生的职场自信和学习热情。企业课堂的开设，使得学生除了获得校

内教师的指导外，还能获得来自企业教师的专业指导。 
 

 

Figure 1. Reform ideas for data mining course 
图 1. 数据挖掘课程改革思路图 

3.2.3. 学业评价方面 
学业评价方面，完全由企业老师制定评估依据，对学生在企业课堂中表现出的实践能力给出学业评

价。企业教师不仅对学生进行课前测试，而且在课程进行中测量学生实践学习的态度，在课后测量实践

成果，最终从职场的角度给出综合评价。企业教师参与学生的实践评价，完善了原有的实践环节的评价

体系，让学生更加自信地面对就业市场。考核合格的同学可以获得企业颁发的实习证明，考核优秀的同

学可以获得优秀实习证明。参加实习合格的同学可以用实习报告认证课程的实践学分 1 分，从而实现了

从实习证明到课程学分的增值过程。其他同学，可以根据校内实践课的要求撰写课程报告。报告经过校

内教师评阅之后，经考核通过，可以获得 1 个实践学分。此外，为了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企业课堂，在

企业课堂获得实习证明的同学可以获得实践课平时成绩的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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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教学环境方面 
通过开设企业课堂，建立“线上 + 线下”的立体化实践教学资源拓展实践教学环境。学生实践不再

局限于校园内，而是通过线上和线下课堂接触企业。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实习平台听企业教师的直播课、

录播课、在平台随时联系企业教师。优秀在线实习生获得去企业现场实习和就业的邀请。以前的课程教

学是囿于校园之中，产教融合之后，教学环境将拓展至企业。通过企业课堂，让学生感受实际业务场景

中如何运用数据挖掘课程所学的工具和方法。 

4. 实践成效 

秉持“以生为本，持续改进”的建设理念，为了解决课程的实践教学与产业联系不紧密的问题，2023
年数据挖掘课程构建了“双课堂”教学模式，在原有校内课堂的基础上新增了“企业课堂”。在企业课堂

上，增加了企业项目实训项目。为了了解学生的上课感受，对参加了双课堂的同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满意度较高。 

4.1. 教学内容方面 

教学内容方面，96.9%的学生表示在企业课堂中接触了行业真实案例。96.9%的学生认为企业课堂帮

助他们了解了行业应用前沿，仅 3.1%持否定态度。高比例的正向反馈表明课堂内容满足了学生对行业前

沿知识的期待。93.8%的学生认为企业在线课堂相较于校内课堂提供了较多或大量新知识(59.38%选择了

“提供了较多的新知识”，34.48%选择了“提供了大量新知识”)，表明企业在线课堂在提供新知识方面

有优势。如表 1 所示，90.63% (53.13% + 37.50%)的学生对企业课堂中使用行业真实案例持满意或完全满

意的态度，仅有 6.25%的学生认为一般，3.13%的学生非常不满意。 
 

Table 1. 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cases, teachers, and academic evaluations (%) 
表 1. 学生对教学案例、企业教师和学业评价的满意度(%) 

序号 问题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1 学生对课堂中使用行业真实 
案例的满意度 37.5 53.13 6.25 0 3.13 

2 学生对企业教师的教学水平 
的满意度 53.13 43.75 3.13 0 0 

3 关于企业教师对学生学习的 
评价，学生的态度是 25 62.5 12.5 0 0 

 
学习难度方面，多数被调查者建议保持现有水平。50%的学生认为企业课堂的学习难度适中，这是占

比最高的选项。同时，“比较难”和“比较容易”的占比分别为 25%和 21.9%，而“非常容易”和“非常

难”的占比则较低。这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课程难度处于适中范围。与之相关的另一题的调查结果显示：

84.4%的学生建议学习难度“保持现有水平”，表明他们认为当前课程难度是合适的。仅有 9.4%和 6.2%
的受访者分别选择“提高难度”和“降低难度”。 

4.2. 授课教师方面 

企业不仅在课堂上安排了主讲教师，也安排了课后辅导教师。因此，学生可以获得更多教师的专业

指导。调查显示，学生对企业教师教学水平满意度高。如表 1 所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占比高

达 96.88% (53.13% + 43.75%)，无学生表示不满，表明企业教师的教学水平获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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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业评价方面 

如表 1 所示，关于企业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感到“非常满意”的占比为 25%，“满意”的占比

为 62.50%。12.5%的答题学生认为一般，这或许是企业课堂未来需要改进之处。此外，如图 2 所示，59.38%
的学生很期待获得企业教师的评价；56.25%的学生认为企业教师评价是学校教师评价的有益补充；40.63%
的受访学生认为企业评价可以让他们获得职场上的自信；34.38%的受访学生想到让企业教师评价有点紧

张；9.38%的受访学生不喜欢被企业教师评价；6.25%的受访学生对此感到无所谓。 
 

 
Figure 2.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the attitude of students towards evaluating their practical perfor-
mance solely by company teachers (%) 
图 2. 多选题：完全由企业教师评价学生的实践成绩时，学生的态度(%) 

4.4. 教学环境方面 

通过开设企业课堂，建立“线上 + 线下”的立体化实践教学资源拓展实践教学环境。数据表明，学

生对在线教学环境的满意度很高。如图 4 所示，90.6%的学生表示体验到了企业数据挖掘的真实场景，了

解了业界常用的数据挖掘工具和方法；当然也有部分同学希望去企业现场实习，该比例为 31.25%。如表

2 所示，在线企业课堂是一种节约时间、灵活性高的方式；学生通过微信群可以有效地与企业教师交流；

观看录播课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企业教师们总是能及时地回答学生的提问。 
 

Table 2.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n company classrooms (%) 
表 2. 学生对企业课堂教学方式的评价(%) 

序号 问题 是 否 

1 在线的企业课堂是一种节约时间、灵活性高的方式 100 0 

2 通过微信实习群，可以有效地与企业教师交流 100 0 

3 观看录播课，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100 0 

4 企业教师们总是能及时地回答我的提问 100 0 

 
企业课堂在线授课类型分为直播课和录播课两种。如图 3 所示，62.5%的被调查同学认为直播课可以

与教师在线交流，比录播课更好；43.75%的同学认为直播课效果和录播课效果差不多。但是，关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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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直播课，受访学生存在分歧：21.88%的同学认为直播次数可以增加；12.5%的同学认为直播次数可以

减少；12.5%的同学认为保持现状；更多的同学并未对此给出明确的态度。 
 

 
Figure 3.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viewpoints on setting live and recorded courses (%) 
图 3. 多选题：关于直播课和录播课的设置(%) 

4.5. 总体评价 

学生对《数据挖掘》企业课堂的整体满意度很高。所有学生都愿意向同学和朋友推荐企业课程。其

中 50%极力推荐，另 50%推荐，无人持负面意见，显示课程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图 4 显示，93.75%的受

访者认同企业课堂是校内课堂的有益补充，显示企业课堂具有较高的认可度。 
68.75%的被调查学生表示提高了实践能力。59.38%的学生认为企业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课堂讲

授的算法原理。53.1%的被调查学生表示，企业课堂帮助他们学习了新的知识。31.25%的被调查学生表示

获得了职场自信。 
 

 
Figure 4.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students’ evalu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company classrooms (%) 
图 4. 多选题：学生对企业课堂的评价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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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课堂模式虽然获得了学生的好评，但是仍然有改进空间。如图 4 所示，40.6%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课

堂重要，但需改进。如表 1 所示，课堂中使用行业真实案例的满意度方面，6.25%的学生认为一般，3.13%
的学生认为不满意；关于企业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12.5%学生认为一般。因此，校企双方可以加强交

流，开发案例并且优化评价方案，让企业课堂更好地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5. 小结与建议 

总而言之，数据挖掘课程通过“双课堂”改革，已经建设成为理论与实践比例合理，讲授与学习衔

接合理，学校教育和产业教育科学融合的课程。课程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课程改革成效显著，实现了

课程培养目标与岗位能力需求、课程内容与任职标准、课程学分与实习证明、教学过程和工作过程的对

接。“双课堂”教学模式之所以成功，以下三点较为重要。第一，选择行业中技术领先的企业合作，深度

推进产教融合。企业技术领先，从而通过企业课堂让学生直接进入技术的前沿阵地。第二，企业课堂提

供了多样化的案例供学生选择，极大地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有效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职业

规划，从中挑选案例进行学习，提升实战能力。第三，确保校企之间交流顺畅。了解学生对产教融合工

作的看法并及时反馈给企业。与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以把握行业动态和人才需求变化，并探讨如何实现校

企共赢。根据学生反馈、企业的需求与资源，及时调整教学内容，确保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前沿性。综

上所述，选择与行业领先的企业合作，并依托其提供的多样化案例资源，是推动产教融合迈向新高度、

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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