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本科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及名称 

专业代码：080910T 

专业名称：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二、专业培养目标 

适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时代发展需要，掌握计算科学基础理论、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基础知识及应用知识，并具有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开发的基本能力，能从

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研究、设计、开发、服务等工作，具有自主学习意识、创新精神等

素养的专门人才。 

毕业五年后，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科研、管理或工程岗位的骨干，并达到： 

（1）具备合格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及相关应用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2）能够独立从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及相关应用领域的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发和

项目管理工作； 

（3）能够在大数据分析、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团队中担任领导者或重要角色； 

（4）能够持续更新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紧跟信息技术领域发展； 

（5）有良好的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三、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理知识、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1 具备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并能将其应用于数据管理问题的恰当表述与建模。 

1.2 掌握计算机工程基础知识，并能够用于理解数据存储结构。 

1.3 掌握数据处理基础理论，并能对数据管理系统设计方案和模型进行推理和验证。 

1.4 能运用专业知识对复杂工程数据问题的解决途径进行分析、改进。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

献研究分析数字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2.1 能够运用数理知识识别和判断数据处理应用系统中的核心问题。 

2.2 针对数据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分析文献寻求解决方案并进行正确表达。 

2.3 具备认识并评估数据科学项目复杂工程问题的多种解决方案的能力。 

2.4 能够分析数据科学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验证解决方案的

合理性。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计算机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的软件系统，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

及环境等因素。 

3.1 掌握程序设计理论与方法，并具备软件系统设计与开发能力。 

3.2 能够在安全、隐私、环境、法律、文化等现实约束条件下，对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进

行研究，并对系统设计方案进行优选和改进，体现创新意识。 

3.3 能够通过建模对计算机应用系统进行设计与规划。 

3.4 能够对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和评价，并用可视化、报告或软硬件等形式呈现设计成果。 



4.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

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4.1 了解信息领域主要资料来源及获取方法，能够利用网络查询、检索本专业文献、资

料及相关软件工具。 

4.2 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和现代工程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与计算。 

5.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数据科学专业工程实践

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5.1 了解数据科学行业的特性与发展历史，以及信息化相关产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

规。 

5.2 能合理评价数据科学工程问题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

应承担的责任。 

6.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数据科学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6.1 了解数据科学及信息技术发展前沿和趋势。 

6.2 能够评价数据科学工程实践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6.3 能够理解和评价数据科学安全与隐私问题对社会健康发展的影响。 

7.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

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7.1 理解世界观、人生观及个人在历史、社会及自然环境中的地位。 

7.2 具备科学素养，能够理解数据工程师的职业性质与责任。 

7.3 能够理解数据科学领域职业道德的含义并履行责任。 

8.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8.1 能够理解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每个角色的定位与责任，能够胜任个人承担的角色

任务。 

8.2 能够与团队其他成员有效沟通，听取并综合团队其他成员的意见与建议，能够胜任

负责人的角色。 

9.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

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

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9.1 具备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能够通过口头表达或书面方式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9.2 能够将数据科学专业知识应用到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中，并能够就相关问题陈述发

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9.3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具备一定国际视野。 

10.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0.1 理解工程管理的基本理念与经济决策方法，并应用于多学科环境中。 

10.2 掌握项目与产品的设计流程和管理方法。 

11.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1.1 能够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树立适合自己发展的规划和

目标。 



11.2 养成正确的生活、学习习惯，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 

四、主干学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五、专业核心课程 

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大数据基础概论、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英文）、数据科

学。 

六、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两年，学生修业年限一至三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七、毕业合格标准及学分要求 

 

分类 学分 

必修课 21.5 

选修课 19 

单独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 21 

最低总学分 61.5 

获得学士学位要求 满足学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 

 

 

 
专业负责人： 

  

2020 年 8 月 31 日 

分 管 院长： 

  

2020 年 8 月 31 日 

分 管 校长： 
 

2020 年 8 月 31 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2020 级本科培养方案课程安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时分配 开课 

学期 

学分 

要求 课内 上机 实验 

专
业
必
修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00514C064 数据结构 3.5 56 48 8  一 3.5 

专
业
主
干
课 

100514C060 编译原理 3 48 40 8  三 

18 

100514C055 数据库原理 3 48 40 8  二 

100514T006 计算机组成原理 3 48 48   三 

100514C075 操作系统 3 48 40 8  三 

100514C063 计算机网络原理 4 56 44 12  二 

100514T001 软件工程 2 32 32   二 

专
业
选
修
课 

导
学
与
语
言
课
组 

100514C021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3 48 32 16  二 

3 

102014C005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Ⅰ） 3 48 38 10  一 

102014G002 大数据基础概论 2 1 48   一 2 

人
工
智
能
课
题
组 

100514T003 人工智能导论 2 32 32   二 

14 

100514C076 机器学习（英文） 2 32 24 8  二 

100514C079 数据科学 2 32 24 8  三 

10XT01G001 Python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3 48    一 

10XT01G002 媒体大数据挖掘与实战 2 32    三 

10XT01G003 金融大数据与量化分析 3 48    三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专
业
实
践 

100514P016 高级语言课程设计 2 2 周 32   一短 

21 

100514P015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2 2 周 32   一 

100514P025 数据库课程设计 2 2 周 32   二 

100514P010 计算机网络实习 2 2 周 32   二 

100514P018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1 1 周 16   二 

102014P001 毕业设计（论文） 12 16 周    四 

 

注：导学与语言课组中 Java 语言程序设计和高级语言程序设计（Ⅰ）二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