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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新焦点。本文针对2015~2024年间

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探讨了我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的研究

热点与发展态势。研究发现，该专业教育呈现出跨学科融合和多维度发展的特征；研究文献量呈先增后

稳的趋势，表明教育研究经历了从起步到成熟的转变；然而，专业教育仍面临数据安全、课程设置和实

践教学等挑战。本文为优化大数据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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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has be-
come a new focus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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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from 2015 to 2024, and uses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hotspots and devel-
opment trends of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i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multidi-
mensional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stabi-
lizing, indicating that educational research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initial to mature. 
Howeve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ecurity, curriculum desig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of big data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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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以 ChatGPT 和无人驾驶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技术已成为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其应用范围广泛，从政府决策、企业运营到各行各业的创新实践，无不

体现出其深远影响。大数据技术不仅革新了传统产业的运营模式，更是引领着社会向智能化、自动化的

高级阶段发展。在此背景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迅速发展，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培

育能够熟练掌握并推动大数据技术创新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尽管如此，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的构建与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在课程设置、师资队

伍建设、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实践环节的完善等方面存在一些难题[1] [2]。为此，众多学者已经开始深入

探讨该专业的教育现状，并努力寻找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在大数据行业持续发展的推动下，

教育体系正逐步将“跨学科融合”“数智技术 + 管理”，以及培养学生从“技术思维”转化到“产品思

维”纳入改革范畴[3]，致力于培养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并重的复合型人才。 
本文采用 CiteSpace 等可视化分析工具，综合分析了 2015 至 2024 年间我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

育领域的相关文献，旨在深入挖掘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解读，本文揭示了大数据

教育领域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挑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以期为中国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

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近十年的文献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为主关键词，“教育”为辅助关键词，筛选 2015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间的文献，共得 444 篇相关研究，并采用 Refworks 格式进行文献数据预处理。 

采用 CiteSpace 软件，本文将 Refworks 格式的文献源文件进行导入，实施多维度分析并生成可视化

图谱，涵盖年度发文量、作者、机构及关键词等。研究覆盖 2015 至 2024 年，逐年审视。通过图谱分析，

本文探究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近十年的发展现状、关键问题及趋势，并结合 Excel 进行发文量和

机构的统计分析，揭示研究主题的特征。 
自 2015 年至 2024 年，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领域的年度发文量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显著增长

及随后的平稳发展(见图 1)。2015 年，大数据技术的崛起带动了相关研究的迅速增长，发表的 7 篇论文见

证了这一专业的兴起，而 2016 年的 22 篇则标志着该学科的快速发展。随后，发文量持续攀升，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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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顶峰，75 篇论文的发表反映了研究热情的高涨。然而，2020 年起，尽管发文量有所回落，58 篇的

数字仍显示出该领域的活跃度。2021 年至 2024 年间，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整体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可能

意味着学科在快速扩张后逐步走向成熟。这些数据不仅展现了出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的发展轨迹，

也预示了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这些文献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为深入探讨该专业的教育发展趋势提供了重

要参考。 
 

 
Figure 1. Annual volume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related to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education from 2015 to 
2024 
图 1. 2015~2024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相关的文献年度发文量 

 
图 2 左展示了 2015~2024 年间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发文类别的分布，其中学术期刊以 363 篇

的显著数量位居首位，凸显了学术期刊作为该领域研究成果主要发布平台的重要性。图 2 右显示，“高

等教育”和“计算机软件及应用”是主要的相关学科，它们的发文总量占据了全部文献的 94%。相比之

下，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的数量较少，分别为 11 篇和 16 篇，但它们的存在表明部分研究者选择了这些

形式进行深入研究与学术交流。报纸、图书和成果类文章各有 2 篇，这反映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领域的

研究更偏好通过学术期刊和会议等专业途径进行快速学术分享和教育交流。 
 

 
Figure 2. Annual volume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education from 2015 to 2024. Left: 
publication types; right: categories with more than 10 publications 
图 2. 2015~2024 年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发文类型和类别。左：发文类型；右：发文大于 10 的类别 

3. 研究热点及发展态势可视化分析 

通过对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图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多维

度、交织的主题网络(见图 3)。在这一网络中，“大数据”作为中心节点，凸显了其在领域中的基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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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紧密相连的关键词，如人才培养、数据挖掘、教学改革、教育管理、信息化、高校、专业建设和应

用，通过密集的连线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研究图谱。 
特别地，人才培养与高校的紧密联系，揭示了高校在培育大数据专业人才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而

数据挖掘与应用的显著关联，展现了数据挖掘技术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教学改革与专业建设的互动，

则体现了教育体系在适应大数据时代需求、创新课程与方法上的不懈努力。 
信息化与教育管理的共现特征进一步揭示了信息技术在教育管理领域的应用对推动教育信息化的重

要性。这一共现特征不仅展现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领域的核心主题及其重要性，还揭示了不同主题间的

复杂互动，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思路。 
 

 
Figure 3. Co-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 frequency word cloud of keywords in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decade 
图 3. 近十年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关键词共现特征与高频词云图 

 
本文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揭示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研究的前 10 个聚类关键词的演进轨迹(见

图 4)。早期出现的聚类关键词，如应用、人才培养、高校和教学管理，迅速成为研究的焦点，凸显了社

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高等学府在推动大数据技术进步中的关键地位。特别是应用方面，作为核

心议题，其持续的重要性贯穿了整个研究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管理、教学改革、信息化等主题

相继在 2016 年涌现，而专业建设则在 2017 年崭露头角，应用策略在 2018 年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至 2019
年，相关研究发文量达到高峰，极大地丰富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教育研究领域，体现了对该领域教育

体系、技术进步及实践策略的全面关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专业建设聚类相对独立，这意味着该专业建设可能与其他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

学资源开发上的重点存在差异。同时，主题间的相互关联，如人才培养与高校、数据挖掘与应用之间的

紧密联系，揭示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学科的高度综合性和动态发展特性，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并强

调了跨学科合作在推动该领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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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imeline (left) and cluster diagram (right) of keywords in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s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decade 
图 4. 近十年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关键词时间线图(左)和聚类图(右) 

4.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发展的四个显著特征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揭示出该专业教育的四个显著特征：多学科融合、数据要素产品思维、数智技

术 + 管理、伦理安全及隐私保护。 
首先，多学科融合是该专业教育的基石。以大数据为中心，涉及人才培养、机器学习、应用和教育

管理等多个领域。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数据挖掘与应用的关联，展现了数据技术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其次，数据要素产品思维体现了专业教育的实践导向。教育体系在应对大数据时代挑战时，通过教

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致力于培养具有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聚类分析表明，研究主题的多

样化反映了专业教育的多层次、跨领域发展，逐步向智能化、因果推理[4]方向演进。 
第三，数智技术+管理的教学模式，强调大数据技术与管理科学的结合。自 2015 年以来，专业教育

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成熟阶段，课程体系不断完善，强调“数智技术+管理”跨学科融合，及时更新课程内

容，以适应行业发展。 
最后，伦理安全和隐私保护成为专业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数据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专业教

育将加强对学生数据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的培养[5]。此外，专业教育将更加注重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

精准化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大数据管理人才，并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5. 总结 

本文通过近十年文献的可视化分析，揭示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教育的四个显著特征，主要包括

多学科融合、数据要素产品思维、数智技术 + 管理，以及伦理安全和隐私保护。研究发现，专业教育在

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强调跨学科合作和实践教学，以培养具备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数智技术 + 管理”

创新型人才。为此，可以通过设计跨学科的融合课程，结合数据科学、计算机技术和管理学等领域，推

动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同时，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和基于实际问题的项目驱动学习，让学生在真实环境

中提升实践能力。此外，也可通过定期举办跨学科工作坊和共同科研项目，加强学术与实践的结合。为

了培养数字化领导力，可开设数字化转型管理课程，并组织模拟企业管理的实践，帮助学生提升决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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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最后，通过项目表现和实时反馈机制，确保学生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培养出具有

实际应用能力的创新型人才。 
近十年该专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到成熟稳定的过程，课程体系不断优化，实践教学环节得到加强。未

来，专业教育将更加注重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精准化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大数据管理人才，并强化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教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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