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Е

Ѓ ЄЕ ᴆ

Ӏ Е

Ҙҟ Е ғ

Ҙҟש Е 120108T

Ҙҟ Е  ғ

ᵣ ԍ Е

ḷҟ Е

Е 2023-07-19

Ҙҟ ָЕ ᷅

Е 13133505975

┼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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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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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20108T）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立德树人、德才兼修为宗旨，坚持以数据商业分析与管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旨在

培养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培养适应数字化时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科学素

养、创新能力，具备大数据思维和扎实的数据科学基础，掌握大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具有较强

的数据管理和运营能力，熟悉商务和政务领域大数据应用场景和各项大数据管理工作，能够在企

事业单位、互联网公司以及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单位胜任商务数据分析、数据运营管理、大数据应

用和管理决策等相关工作的复合型高素质数字化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胜任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数字化与数据分析部门的相关工作，成

为企业数据转型及数据管理及应用的管理骨干，通过5年左右的社会实践，期望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1．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坚持以习近

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备大数据分析与管理的各种素质与能力；

自觉遵纪守法，坚守行业规范及职业道德修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目标2.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素养：牢固掌握企业商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

论，具备专业领域的整体性知识结构；熟悉数据管理，掌握数据挖掘及数据分析技能，熟悉数据

管理与应用范畴；能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灵活地综合应用于专业工作中。 

目标3.专业实践能力：掌握管理学基本理论，在企业运营管理上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管理能力；熟悉大数据管理的技术与方法，以挖掘“大数据”商业价值为核心，强调

大数据分析对组织的商务决策和运营管理的赋能作用，展现大数据思维和实际的动手能力，在实

践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能承担决策责任。 

目标4.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团队合作和奉献精神，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和协

调能力。初步具备运用创造性思维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以及基于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运用于实

践问题解决及具有创意、创新和创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在品德、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应达到如下要求： 

要求1.管理及数据领域知识：具有扎实的企业管理及运营管理的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大数据

管理与应用的专业知识，能够将相关知识应用于企业的运用分析、管理及决策。 





课程实验：Python程序设计实践、数据采集与处理实践、数据可视化实践、数据挖掘与

分析实践 

实践专业实习：赴泉州软件园、校企合作公司、美林合作企业等实习基地进行专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制定与毕业设计（论文）要求相适应的标准和检查保障机制，对选

题、内容、学生指导、答辩等提出明确要求。保证开题的工作量和难度，并给学生有效指导；

培养学生的数字思维、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题目和内容不

应重复；教师与学生每周进行交流，对毕业设计（论文）全程进行控制；选题、开题、中期

检查与论文答辩应有相应的文档。 

 六、学制 

四年 

七、本专业毕业要求最低学分要求 

最低要求学分155学分（不含素质拓展与创新教育学分） 

八、授予学位 

管理学学士 

九、课程体系总学分及周学时分布统计表 

课程类别 

必修、选修合计 各学期周学时安排 

必修 选修 
总学分 总学时 1 2 3 4 5 6 7 8 

门数 学分 门数 学分 

公共课 19 59 4 4 63 1088 18 9 11 12 3 4 5  

专业课 21 51 10 26 77 1232 2 8 12 9 21 17 11  

实践课 

（独立） 
8 15   15 240         

合计 

49 129 14 30 155 2560 20 17 23 21 24 21 16  

必修总学分：129占比 83.23%   必修总学时：2144占比 83.75 % 

选修总学分： 26占比 16.77%   选修总学时： 416占比 16.25% 

实践总学时：课内实验+实践课（独立）=862，  占比 33.67% 

 

 

 

 



十、各学期周数安排表 

学期 1 2 3 4 5 6 7 8 

上课 13 16 16 16 16 16 16  

复习考试 2 2 2 2 2 2 2  

机动 1 2 2 2 2 2 2 1 

军事技能 3        

入学教育 1        

毕业实习        8 

毕业论文（设计）        10 

毕业教育        1 

合计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注：各学年具体周数以校历为准。 

 

 

 十一、课程体系表 

课

程

类

型 

类别 课程名称 
考

核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实验 

学年、学期、周学时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公
共
课 

必
修 

大学英语 试 16 256 256  4 4 4 4     

思想道德与法治 试 3 48 48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试 3 48 48   3 



乐器 查 2 32  32    1     

微积分 试 4 64 64  4        

Excel高级阶段 查 2 32 2 30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试 3 48 48     3     

大学语文与写作 查 2 32 32    2      

线性代数 试 2 32 32    2      

选修 
全校性公选课（可在 1-7

学期选修） 

查 4 64 64       2 2  

公共课合计  63 1088 898 190 18 9 11 12 3 4 5  

专

业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数据科学导论 查 2 32 32   2       

项目管理 查 2 32 32   2       

管理学 试 2 32 32  2        

电子商务概论 试 3 48 32 16   3      

商务分析方法与工具 试 3 48 32 16     3    

组织行为学 试 2 32 32     2     

离散数学 试 2 32 32   2       

微观经济学 查 2 32 32   2       

宏观经济学 查 2 32 32     2     

统计学 试 2 32 32    2      

运筹学 试 2 32 32     2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试 2 32 32    2      

商务沟通 查 2 32 32      2    

数据库与数据结构 试 3 48 16 32     3    

专
业
必
修
课 

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试 3 48 16 32     3    

大数据技术原理 试 3 48 32 16   3      

Python程序设计 试 3  48 16  32    3     

专业英语 查 2 32 32       2   

大数据分析与商务决策 查 3 48 16 32      3   

大数据技术可视化技术 查 3 48 16  32     



据

金

融 

金融大数据分析 试 3 48 32 16       3  

Python金融量化分析 试 2 32 16 16       3  

商 

业

分

析 

社交网络及数字营销 查 3 48 32 16      3   

数据挖掘及商务应用 试 3 48 32 16      3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与应

用 

查 2 32 16 16 
      2  

选修课专业课合计 26 416 224 192 0 0 0 0 7 9 11  

实践课

（独立） 

军事技能 2 3周    ☆        

认知实习 0 0.5周   ☆        

毕业实习 4 8周          ☆ 

毕业论文（设计） 5 10周          ☆ 

Python程序设计实践 1 1周      ☆     

数据采集与处理实践 1 1周         ☆  

数据可视化实践 1 1周    ☆       

数据挖掘与分析实践 1 1周     ☆      

实践课（独立）小计 15 240  240         

总计 155 2560 1698 862 20 17 23 21 24 21 16  

十二、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矩阵 

表 1 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的矩阵表 

本专业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毕业要求 1   √ √ 

毕业要求 2   √ √ 

毕业要求 3  √ √  

毕业要求 4  √   

毕业要求 5 √   √ 

毕业要求 6 √ √   

毕业要求 7 √ √ √  

毕业要求 8  √ √  

毕业要求 9   √  

毕业要求 10   √ √ 

注：在有对应关系的框内填“√” 

 



表 2 课程体系支撑毕业要求的矩阵表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大学英语        H  L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中国近代史纲要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M H     

形势与政策     M     M 

职业生涯规划     M H  L   

就业指导      M M    

大学生心理健康      L    M 

大学体育      M L    

军事理论      L H   M 

创新创业概论      H   M M 

乐器           

微积分 H H         

线性代数 H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H H         

全校性公选课        M   

数据科学导论 M M   M     L 

离散数学 H H         

数据库与数据结构  H M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   M L       

数据科学导论 L L M M       

项目管理  M M M       

管理学  L M L     H H 

电子商务概论 H L M M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商务分析方法与工具 H H M L       

组织行为学    M  L  M H  

离散数学 H   M       

微观经济学 H H M  M L     

宏观经济学 H L  L      M 

统计学 H L  M      M 

运筹学  H         

商务沟通  L M M       

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H L  M       

大数据技术原理 M M         

Python程序设计 H H H        

专业英语     L   H L  

大数据分析与商务决策 H H M M     M  

大数据技术可视化技术  H H L M    M  

网络大数据采集与处理  H H H M    M  

商业智能与数据分析  H H  H M   M  

物流大数据分析 H H  L H    M  

数据智能与决策分析 H L L L       

文本分析与文本挖掘 H H L M L      

网络金融实务  H H L M L     

金融大数据分析 L M L  H      

Python金融量化分析  H H L H      

社交网络及数字营销  H H  H      

数据挖掘及商务应用  H H H M L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与应用  H  H H      

军事技能      L H    

毕业实习   M L M   M   

认知实习     M      



     毕业要求 

课程名称 

毕业 

要求 1 

毕业 

要求 2 

毕业 

要求 3 

毕业 

要求 4 

毕业 

要求 5 

毕业 

要求 6 

毕业 

要求 7 

毕业 

要求 8 

毕业 

要求 9 

毕业 

要求 10 

毕业论文（设计）   H   H  M   

Python程序设计综合实训 H H M M     L  

数据采集与预理课程实践 H H H M     M  

数据可视化实践  H H M     M  

数据可挖掘与分析实践 L L L M H    M  

注：表中教学环节：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需写出课程的具体名称；根据课程对各项毕业。 

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课程对该毕业要求贡

献度的大小。矩阵应覆盖所有必修环节。 

明确每门课程在支持毕业要求中的角色定位。重点支撑的课程（H），应当对该毕

业要求项下的指标点形成系统支持，可用于毕业要求评价。 

十三、素质拓展与创新教育 

本专业要求学生毕业时，应修满素质拓展与创新教育学分10学分。学生可以

通过下表所列课程类获得素质拓展与创新教育学分，不足部分可以完成其他创新

创业及素质能力学分补足学分。申请认定学分程序和学分换算方法按《仰恩大学

学科与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仰恩大学创新创业及素质能力学分积累与转换试行

办法》等学校文件执行。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理论 实验 学期 备注 

劳动教育 2 36 4  32 1-6 必修，每学

期6学时 

体育5 0.5 16 2 14 5 限选 

体育6 0.5 16 2 14 6 限选 

体育7 0.5 16 2 14 7 限选 

大学生安全教育 1 16 16   1 限选 

美术欣赏 1 16 16   5 非限选 

信息检索与论文规范 0.5 8 8   6或7 限选 

闽南非物资文化遗产调

研 
1 16 16    7 非限选 

学科前沿 1 16 16   7 限选 

孙子兵法 2 32 32   7 非限选 

音乐鉴赏 1 16 16    7 非限选 

形体与舞蹈 1 16 6 10 7 非限选 

现代社交礼仪 1 16 16    7 非限选 



书法鉴赏 1 16 16    7 非限选 

野外生存与训练 1 16 16    7 非限选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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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48 3 侯玉梅 4

ⅎ ғ 32 2 周功建 5

ꜙ 48 3 胡宝清 6

⌡ ₴ Ҙҟ
ꜙ ҟ ҟҘҟ ҟ ᵣ Ҙ /ῡ

侯玉梅 1965-04 Python

Ҳ
ғ ғ

┼Ҙҟ

ⅎ
Ὶ Ҙ

李瑞松 1976-07 ɻ ◖ Ҙ

程春 1982-02 ᴗҟ ↔ ғ
ɻ ◖ ᶾ ᴗҟ ᴗҟ Ҙ

梁世珠 1976-05 ⅎ ғ ꜙ”
Ї ҿ ◖ Ҙ

卢翊淮 1973-01 ֢ ◖ ӎ ҟ ҟ Ҙ

石红岩 1983-03 ҟ ғ ⅎ ◖ Ҙ

杨秀菊 1971-04 ғ
ӥ ◖ ҡ ҟ ᴌ

/ Ҙ

连博勇 1982-02 ғ
Ї ғ Ҙ

仲平 1968-12 ғ ◖ Ҙ

纪怀猛 1976-12 ⅎ ◖ ᴌғ

ָ
Ї Ҙ

徐瑞园 1959-09 ғ Ҳ
ғ

ᴗҟḪ
Ѓ
Є

Ҙ

胡宝清 1962-03 ꜙ ◖ ɻҒ Ҙ

翁景德 1960-11 ꜙ ɻ
ⅎ ◖

Ҳ

ғ Ҙ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周功建 1976-11 ⅎ ғ ◖ ῗ ῡ

谢安晋 1971-04 ꜙⅎ ғ Ί Ҳ
ᾣ

ҟ
ғ ῡ

柴理想 1991-09 Ὶל
Ҳ ָ
 Ḫ

ғ ⅎ ῡ

吴凡 1981-12 ᴌғ ῊЇ
Ὴ

ῡ

Ҙᴑ 13

Ί Ѓ Ὶל Є 6 ᶡ 35.29%

Ί ◖ ҏЃװ Ὶל◖ Є 17 ᶡ 100.00%

Ί ҏװ ᵣ 16 ᶡ 94.12%

Ί ᵣ 6 ᶡ 35.29%

35 Ґװ 1 ᶡ 5.88%

36-55 12 ᶡ 70.59%

ῡ /Ҙ ᶡ 4:13

Ҙҟ 12

Ҙҟ ᴑ 12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侯玉梅 ⌡ Ҙҟ

ꜙ 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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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ԓ Ҙҟ
ᴍẅЃҌᾣЄ 1057.7

ԓ Ҙҟ
Ѓ ᾣװҏ
Є

1300Ѓ /ᴌЄ

⸗ 200ҌᾣЇ

₴ЃᾣЄ 1500

Ѓү
ЄЃ ҏᴶ ᵲ

Є
11

ᴌ ↔ Ḧ

҅ɻ ᴌ ↔ғḦ
Ⱶ ꜙԓ Ҙҟ∕ ғ

ҘҟЖ ᵩ ɻꜗ ɻ Ї
ɻ Ίᶕ Ї Ҙҟ

ҩ ɼ ᵩ ɻ ɻ ɻ
Ї ɻҘҟ

Ж ה ɻ ɻ ӫ ⅜ װ ᴗ ᵲ
Ḧ ғ ɼ

ԑɻ ᴌ Е
Ѓ҅Є Ж
ЃԑЄ Ҙ Ж
ЃҎЄḪ ғ ɼ Ҙҟ ӫҒ ԓ5000ῳЖ
Ѓ Є Ԏ Ҙ Ї Ї ⸗ ⱵЇ
ғ Ї Ї Ⱶɼ

 Ѓ֒Є Ⱶ Е Ὺ ᴌᶱ Ҙҟ Ὺ
Ї ᾣ Жԑ ҟ ᾥɼ

ῇ ᴍẅЃ ᾣЄ

֘ /Ԝ
ᴌV1.0

1 2022 120

ָ Realboard V2.0 1 2022 303

֘ /
ᴌV1.0

1 2022 265

꜠ ғ ᴌ Ԝ/ ꜠
V3.0

2 2022 90

Ӏ optiplex 3000 216 2022 991.3

Optiplex 3091
TowerӀ +

49 2022 278.8

Optiplex 3093
TowerӀ +

9 2022 51.2

22 216 2022 153.5

ꜙ 210-AZYQ 2 2022 59.4

ꜙ 210-AKXJ 1 2021 25.3

ꜙ 210-AKXJ 1 2021 25.3

Optiplex3080
XCTO+DELL22

70 2021 382.8

5080 52 2020 367.1

Ҏ TSG C 2-9 1 2020 1.1

ש Ḫ RZ9681 20 2020 124

DTC-8 30 2018 149.7

Ѓ Є BM2CD-I7A18000 55 2017 371.3

ЃӀ + Є BM2CD-I7A18000 72 2017 329.8





֢ W800*D600*H2000 Catalyst
3560CISCO WS-C3560E-
24TD-S

2 2009 39.36

֢ W800*D600*H2000 Catalyst
3560CISCO WS-C3560E-
24TD-S

2 2009 49.7

֢ W800*D600*H2000 Catalyst
3560CISCO WS-C3560E-
24TD-S

3 2009 77.34

֢ W800*D600*H2000 Catalyst
3560CISCO WS-C3560E-
24TD-S

1 2009 32.55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1．对专业培养目标较明确，具有一定特色，符合管理学院的办学定位和学校教育事业“十

四五”发展规划。

2．管理学院已有近十年的独立办学实践，现有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工业工程、人力资源

管理和物流管理 5个专业，专业面广，办学经验丰富，为申办新专业积累了丰富经验，对申

报专业有一定的学科专业支撑。

3．该专业在泉州、海西地区专业人才需求旺盛，毕业生就业前景好，学校设置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专业是可行的。

4．该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基本合理，涵盖了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

能，基本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5．现有专业师资队伍基本合理，图书资料齐全，教室、实习实验场所等软硬件设施能够满

足该专业要求。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