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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数据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贺 鑫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重庆 

【摘要】自步入大数据时代以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是学习还是工

作都变得更加便捷。现如今，企业在招聘人才时，也提出了更高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要求。高职教育中的大

数据技术专业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培养出的学生也因此受到用人单位的喜爱，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提

高高职大数据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为此，本文阐述了如何在大数据背景下有效提高高职大数据专业学生

的专业技能，旨在为社会输送专业技能卓越的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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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of big data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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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stepping into the era of big data, all aspects of people's live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both learning and work have become more convenient. Nowadays, enterprises also put forward higher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novation requirements when recruiting talents. The major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strong practicability, and the students cultivated are also favored by employers. At 
pres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big data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big data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aiming at 
providing useful talents with excellent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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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全面高速发展，推动着全人

类社会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上到国家顶级科技，下

到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全社会逐渐将网络社交作为最主要的沟

通联络方式，也越来越倾向网络购物，学习娱乐也

变得更加多样、随意，可以带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段内进行。基于此，高职大数据技术专业必须紧抓

社会潮流，紧扣现代社会的需求，充分认识到大数

据对于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深入学习和应用大数据

技术，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 
1 企业特色大数据人才需求分析 
1.1 关键知识和能力 
（1）专业的职业素养 

一个合格的大数据人才应该具备爱国情怀、使

命担当、社会责任感、团队合作、善于学习、知识

广泛、视野开阔、国际交流、创新等职业素养。 
（2）成熟的数据思维 
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数据的

产生能力巨大，大数据资源极为丰富。能够有效并

合理利用所有数据而不是仅仅依靠部分数据，更好

更精准的获得更多的洞见与认知，运用这些洞见与

认知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准确的捕捉现在和预测

未来。 
（3）过硬的专业知识 
大数据专业中如算法、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

除了编程类知识。此外基础学科的知识储备对与大

数据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也特别关键。例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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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数理统计与概率论、离散结构理论，甚至部

分物理知识等。 
（4）有效的管理能力 
具有大型数据开发人才、资源配置和组织协调

能力，熟悉行业以及其管理，并基于对管理效能的

提升开展大数据工程建设。 
（5）理解沟通能力 
在大型项目建设中与团队成员有效沟通至关重

要。并且能够正确理解客户需求，客户的沟通对用

户体验效果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 
（6）全球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 
具有问题驱动的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重点领域

全球意识。能够通过全方位信息检索和综合分析，

提高自己理论与时间水平的能力。具有跟踪国际前

沿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具备新时代下

互联网思维。 
（7）持续的学习能力 
能够持续不间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应对当

前飞速发展的大数据行业[1]。 
1.2 岗位设置 
目前大数据专业岗位有三个方向：数据分析和

挖掘及机器学习方向、大数据开发方向、大数据运

维和云计算方向。 
（1）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方向：大

数据分析师、大数据高级工程师、大数据挖掘师、

大数据分析师专家、大数据算法师等； 
（2）大数据开发方向：大数据工程师、大数据

维护工程师、大数据研发工程师、大数据架构师等； 
（3）大数据运维和云计算方向：大数据运维工

程师； 
1.3 大数据技术人才层次 
实践过程中，可以把大数据技术人才分为一下

四层，分别是： 
第一层：能够在项目经理的带领下参与大数据

或者相关任务的开发过程，能够按照标准要求圆满

的完成相应的工作。 
第二层：能够带领团队完成相应的项目，对相

关项目的范围、时间、以及成本控制有较全面的认

识。能够带领团队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工作。 
第三层：能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相关项目开发

的全过程，能够有效地组织相关人员推进整个项目

的实施，具备相关项目的质量过程控制能力。 
第四层：能够确定技术路线、设计整体架构、

掌握关键技术，对整个行业、产业的发展有全面正

确的了解，精通计算机领域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

对国内外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应用热点熟悉。 
以上分层可以使高职大数据专业在人才培养制

定和课程标准实施中起到引导作用。 
1.4 大数据专业人才的人员结构比例 
第一层人员需求量最大。 
第二层人员是大数据相关企业的发展关键，需

求量较大。 
第三次人员大数据相关企业或者平台发展的核

心，需求量不是很大，但是需要形成一个规模来推

动信息产业和数字产业。 
第四层人员属于行业领军任务，可以推动本行

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息产业和数字产业发展特色的

前提下产生，需求量少。市场中各类人员需求比例

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比例。大概需求比是 13：4：
2：1。 

2 高职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设置分析 
2.1 基础理论课 
基础理论课程有：高等数学、应用数学、线性

代数、概率统计、数学分析和数理逻辑。这些课程

在 12 所高职院校的开设频次统计结果如图 1 显示，

58%以上的高职院校开设高等数学，45%左右的高职

院校开设应用数学，47%左右的高职院校开设线性

代数，57%左右的高职院校开设统计概率，14%左右

的高职院校开设数学分析，15%左右的高职院校开

设数理逻辑[2]。 
2.2 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程有：程序设计基础、HTML5、数

据库结构原理、Linux 操作系统管理、计算机网络和

计算机导论。统计结果如图 2 显示，100%高职院校

开设了数据库结构原理，95%以上的高职院校开设

了程序设计基础，87%左右的高职院校开设了 Linux
操作系统管理课程，83%高职学院开设了 HTML5
课程，65%左右的高职院校开设了计算机导论，32%
的高职院校开设了数据结构课程，28%左右的高职

院校开设了计算机网络。 
2.3 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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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有：Python 编程语言、JAVA 编程、

大数据可视化设计、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分析、

Hadoop 生态圈、大数据爬虫应用、动态 Web 技术

（PHP）、机器学习、Spark 大数据分析技术、Flink
大数据分析技术。统计结果如图 3 所示，其中 Python
编程语言和 Java 编程开设率为 100%，大数据可视

化设计开设率在 80%左右，数据采集技术开设率在

33%左右，数据分析开设率在 86%，Hadoop 生态圈

开设率在 90%以上，大数据爬虫应用在 77%，动态

Web 技术（PHP）开设率在接近 37%，机器学习开

设率在 57%左右，Spark 大数据分析技术开设率在

44%左右，Flink 大数据分析技术开设率只有在 18%

左右。 
2.4 专业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程有：专业英语、软件工程、云计

算与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数据挖掘基础。统计

结果如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有少数高职院校

开设了专业英语课程。还有 Android 应用开发、电

子商务、虚拟现实技术等课程也有个别职业院校用

来设置为大数据技术专业选修课程。 
将上述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

程和选修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开设频次在 40%以上的

提取出来，组成一个共性的课程体系统计如下表 1：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设学校占比 

基础理论课程 

高等数学 55.36% 

应用数学 44.64% 

线性代数 46.89% 

概率统计 56.78% 

数学分析 14.17% 

数理逻辑 15.38% 

 
图 1 开设学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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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设学校占比 

专业基础课程 

程序设计基础 95.32% 

HTML5 83.33% 

数据库结构原理 100% 

数据结构 32.18% 

Linux 操作系统管理 86.77% 

计算机网络 27.56% 

计算机导论 65.48% 

 
图 2 开设学校占比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设学校占比 

专业课程 

Python 编程语言 100% 

Java 编程 100% 

大数据可视化设计 79.64% 

数据采集技术 32.56% 

数据分析 85.88 

Hadoop 生态圈 90.44% 

大数据爬虫应用 77.44% 

动态 Web 技术（PHP） 36.82% 

机器学习 56.73% 

Spark 大数据分析技术 44.32% 

Flink 大数据分析技术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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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开设学校占比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设学校占比 

专业选修课 

专业英语 33.33% 

软件工程 56.78% 

云计算与物联网 69.52% 

信息安全技术 88.45% 

数据挖掘基础 79.45% 

 
图 4 开设学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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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性的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开设学校占比 

基础理论课程 

高等数学 55.36% 

应用数学 44.64% 

线性代数 46.89% 

概率统计 56.78% 

专业基础课程 

程序设计基础 95.32% 

HTML5 83.33% 

数据库结构原理 100% 

Linux 操作系统管理 86.77% 

计算机导论 65.48% 

专业课程 

Python 编程语言 100% 

Java 编程 100% 

大数据可视化设计 79.64% 

数据分析 85.88 

Hadoop 生态圈 90.44% 

大数据爬虫应用 77.44% 

机器学习 56.73% 

Spark 大数据分析技术 44.32% 

专业选修课 

数据挖掘基础 79.45% 

软件工程 56.78% 

云计算与物联网 69.52% 

信息安全技术 88.45% 

 
3 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3.1 存在的问题 
（1）重理论轻实践 
基础课偏侧重理论、轻实践。缺少对学生运用

理论只是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训练。当前高职大数

据技术专业的基础课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为主，

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多为理论到理论，学生能够了

解许多定理和公式，能够求解一些数学题目，但是

在算法分析和计算方法等方面比较欠缺，而将数学

理论与实践问题相结合并通过算法和计算予以解决

的能力缺少锻炼。  
（2）专业课设置陈旧 

当前高职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以数据分

析、Python 爬虫、数据可视化（Excel）、Hadoop
生态圈为主，没有开设 Spark 大数据分析技术、Flink
大数据分析技术等行业核心课课程。 

（3）缺少统一标准 
专业课程每个高职院校各自为政，毕业生能力

参差不齐。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开设占比在

40%-50%之间，在数量上不能构成基本的专业课程

群。 
（4）企业参与不够，学生职业素养有待加强 

企业参与不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建设中参与不够，二是在专业技能培养中参

与不够。目前，在职业院校大数据技术专业中因各

种原因导致企业特别是一线互联网企业参与度不

够。这也间接导致大数据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与人才

专业技能素质滞后于人才市场的发展需求。 
3.2 解决办法 

（1）加强对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基础课程群及其教

学模式深入研究。 
（2）建立统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标准（最少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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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的统一）。 
（3）引入高水准高标准考核认证机构，将大数据

技术行业标准和企业岗位任职要求引入考试大纲。

通过教学过程评估和专业技能认证考试对人才培养

质量进行监督考评。通过考核和考试引导，促进高

职大数据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加快改革。 
（4）企业特别是一线互联网大厂参与高职大数据

技术人才培养计划的制订，对培养目标、职业技能

界定提出明确的要求，根据能力要求界定高职人才

应该具备的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及未来的职业发

展。在此基础上设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置[3]。 
（5）大数据技术课程更应该突出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的教学要求，将数据信息安全和大数据开发人员

职业素养纳入教学标准之中。 
（6）强化产教融合，将职业校园浓厚的职业技术

氛围与思维模式、思想方法的培养与企业大数据开

发项目实践相结合，强化知识转化为技术应用，强

调将知识与技术相结合，通过大数据开发项目实践

形成学生的大数据项目开发应用能力。 
结语 
高职大数据应用技术专业开设时间不长，需要

不断学习、积极探索与实践，全国各地大数据应用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者要深入当地大数据

技术应用一线企事业单位，深入各个应用市场调查

研究，不断改进与完善，设计出具有本校特色的人

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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