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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需要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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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到“模型” 

数据驱动业务的逻辑思维能力 



“模型”到“算法” 

• 资源限制 

– 内存不足 

• 内存算法 

• 空间亚线性算法 

– 处理器计算能力不足 

• 并行算法 

• 实时性要求 

– 问题计算复杂度下界难以满足要求 

• 时间亚线性算法 

面向大数据计算的算法知识 



“好算法”与“好系统” 

• 适合的大数据计算软硬件平台 

• 设计高效的大数据存取结构 

– 数据存储结构 

– 数据分布策略 

– 数据索引方法 

• 编写适用于大数据的“好程序” 

– 避免使用系统垃圾回收机制 

– 减少内存拷贝 

– 减少数据重分布次数 

– 减小重分布数据量 

 面向大数据计算的分布式
系统知识 

 面向大数据计算的数据管
理知识 

 面向大数据计算的程序设
计知识 



专业区分度 

独特的学科基础和内涵 
– 大数据表达理论、大数据计算理论与技术、大数据应用基础理论 
– 不同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学科 
 不仅需要掌握计算方法和工具，还需要认知数据本身的现象和规律、数据管理和处理的基础
理论、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方法和系统等专门知识 

– 不同于商业智能和统计学 
   不仅包含统计和商业智能的方法和模型，还包括算法设计与分析和计算系统的设计、研发、
运维、评测、优化、应用等 

独特的专业课程设置 
– 突出数据科学基础课程教学 
– 裁剪传统计算机统类课程 
– 强调大数据管理与处理的全生命周期 
– 充分结合行业，突出实用性 

独特的能力要求 
– 数据密集型计算系统的设计、构建、运维及应用的能力 
– 数据密集型计算平台的开发及应用能力 
– 大数据理论、系统及应用的创新能力 
– 面向数据密集型问题，将现实问题抽象为数据计算模型的能力 
– 建立由多源异构数据到全面智能应用的建模及求解算法能力 



培养目标 

力求培养在教育/研究/工业/政务/社会服务等领域，
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未来领军型“数据科学家”与“
大数据计算系统架构师” 

要求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深刻理解数据的获取、建模、管理、利用的全生命周期，

熟知相关技术、系统和应用的前沿动态 
 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 
 掌握数据处理和管理的基础理论，具备深度数据分析和数

据挖掘技能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解决与大数据计算中相关的

科学研究和复杂工程技术问题 
 具有跨学科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有效的交流能力 



培养要求 

 基本素质  
(1) 社会素质 (2) 人文素质 (3) 身心素质 (4) 研究素质 (5) 工程素质 
(6) 个性素质 (7)领袖素质 

 基本能力 
(1) 数据科学思维能力  (2) 数据密集型算法设计与分析能力 (3)程序设计
与实现能力 (4)系统应用能力 (5)数据密集型计算系统设计与实现能力 (6)
系统分析与评价能力 (7) 组织、协调与项目管理能力 (8) 表达与沟通能力 
(9) 英语理解与交流能力 (10)自学、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 

 必要知识： 
(1) 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 (2)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 (3)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专业基础知识涵盖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知识 (4)专业核心知识覆盖大数据计
算系统、大数据算法设计与分析、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大数
据获取与清洗、大数据管理 (5)工程实践和毕业设计。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
需包含较强工程实践内容。完成毕业设计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设置思路 

依托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专业，建设具有特色
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采用与现有专业一致的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充分发挥现有
专业的教学资源和师资优势。 
–教学内容与培养方式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方向延伸扩展 
–重点培养学生的数据建模、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等能力，形成专业优势与特色 

设计三门大学分课程(72[48+16]+72[48+16]+48[32+16]) 
–大数据计算基础、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引入计算机学科交叉课程 
–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随机算法… 

建设一系列选修课 
–Web技术、工业大数据、时空数据库.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辅修专业课程设置 



前置课程要求 

“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导论”、“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课程在辅修之前需完成学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该学分不含在辅修学分要求内）。 

在修读“大数据算法”、“大数据智能”、“大数

据分析课程设计”课程前，学生需先完成 “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高等数学”课程

的学习并获得学分。 



“大数据计算基础”脉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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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脉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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