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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 AIGC 时代培养应用型大数据人才系统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提出了在传统课程教学中引入产教融合

元素，开展产教融合课程教学。以专业课机器学习为例，通过探索引入企业项目、开发项目资源、打造学生团队和任

务驱动以及企业验收等四个步骤的课程教学，探索培养学生系统性思维的方法。最后，从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行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创新意识和能力等 4个维度对应用型大数据人才系统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产教融合是一种能有效提升学生系统性思维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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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applied big data talents' systematic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era, propos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develops the course teach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aking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machine learn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systematic thinking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four steps. These four steps are introducing enterprise 

projects, developing project resources, building student teams and task drivers, and enterprise acceptance,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cultivation effect of applied big data talents' systematic thinking ability was evalua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master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problems, understanding of industry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wareness and 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that can enhance students' systematic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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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当

前社会已进入了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代。AIGC

带来了社会结构及人力需求的变革，对应用型大数据

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从人力结构方面，具

有创造力、深度思考能力和探索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将享受 AIGC带来的效率优势；从人才需求方面，世界

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 2023》
[2]
显示，未来

5 年内，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专业人员、商业智能分析

师、数字化转型专业人员等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相关职位的需求增长最快。具有创造性、分析性

思维，技术素养、好奇心与学习能力、韧性、灵活性

与敏捷性以及系统性思维等通识素养是未来应用型大

数据人才最需要培养的技能。其中，系统性思维是最

值得关注和培养的能力。系统性思维，是一种将认识

对象视为一个系统，并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综合地考察

对象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从整体出发，先综合后分析，最后复

归到更高阶段上的新的综合，具有整体性、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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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化和精确化的特征
[3]
。由此可知，系统性思维本质

上是强调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众所周知，复杂

工程问题来源于企业的实际需求。因此，培养 AIGC 时

代应用型大数据人才的系统性思维需要在传统课程教

学中引入产教融合元素，开展产教融合。 

表 1  产教融合课程与传统课程的异同 

 产教融合课程的特点 传统课程的特点 

目
标 

 校企双主体培养人才。 
 满足企业对人能力和技能的要求。 
 人才培养与价值创造能平滑连接。 

 学校为主体。 
 人才培养偏向社会效益。 
 人才培养与价值创造之间有差距。 

内
容 

 取材于校企合作的真实项目案例。 
 知识与技术有自由流动的机会。 
 挖掘项目案例的思政元素。 

 是否有产业技术新需求、新进展、新应用均
取决于自于所选的教材。 

 知识与技术不能及时流动。 
 挖掘教材内容的思政元素。 

结
构 

 按项目研究发过程，和学生原有知识结构、能力、素质，重
构课程内容的组织方式和排序标准。 

 学以致用，以用为本。 

 教学内容的组织顺序依赖于所选教材的章
节顺序。 

 学与用存在脱钩现象。 

实
施 

 案例式教学、项目化教学或实践驱动的教学模式。 
 在真实产教融合场景中开展课程教学工作。   

 实践教学内容通常不具有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特点。 

 无行业企业真实场景。 

考
核 

 突出学生素质提升导向，注重学习成果评价与能力增值评
估。 

 多层次细粒度评价方法体现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评价能支撑人才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根据工程教育认证要求，开展课程目标达成度分析，持续改

进。 

 传统“以考定成绩”的课程评价。 
 单一的定量的评价方式。 
 评价能支撑人才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 
 根据工程教育认证要求，开展课程目标达

成度分析，持续改进。 

表 2  无效数据过滤功能模块对应的课程知识点与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 

无效数据过滤功能 课程知识点 需要掌握的技能 

数据采集 
 网络爬虫 
 API 接口调用 
 多种数据格式的导出 

 正则 
 Requests 
 XPath 
 Scrapy 
 MongoDB 

随机抽样数据子模块 常见的概率分布  文本的特征标注 
 数据集划分  

数据预处理子模块 文本的向量表示  分词 
 去停用词 

朴素贝叶斯训练子模
块 朴素贝叶斯算法 

 准备训练数据 
 将训练数据转换为朴素贝叶斯模
型所需的格式 
 训练朴素贝叶斯模型 
 测试朴素贝叶斯模型 

2  传统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可公开访问

的课程学习资源迅速增长，学生获取知识的手段丰

富多样，获取知识不再受时空限制。这使得以知识传

授为重点的课程教学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方面，传

统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理论灌输，忽视了对学生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

会需求。 

另一方面，课程内容更新速度滞后于科技发展

和行业变革，导致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存

在脱节。再者，传统课堂多以教师为中心，缺乏足够

的师生互动与个性化教学，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获得感
[4]
。 

由此可知，传统课程教学模式存在三个方面的

局限性： 

（1）教学过程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 

（2）教学内容缺少实际项目； 

（3）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好奇心与独立自主

的学习能力。因此，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很难培养学

生的系统性思维。 

3  产教融合课程的特征 

产教融合课程是指由校企共同研发，具有实践

性、应用性、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等特点
[5,6]

。

其中，实践性和应用性是产教融合课程最突出的特

征。实践性指的是产教融合课程要突出实践教学环

节，强化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实践教学要在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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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场景中授课。应用性指的是所学知识能解决实

际问题，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产教融合课程具有培

养学生系统性思维的突出属性。产教融合课程与传

统课程在课程目标、授课内容、内容的组织结构、实

施和考核方式等 5 个方面呈现的特点如表 1 所示。 

4  产教融合课程培养应用型大数据人

才系统性思维的方法 

以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机器学习为例，在该课程教学中开展产教融合，通过

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企业项目资源、开发项目资源、打

造学生团队和任务驱动以及和企业验收等四个步骤，

探索培养学生系统性思维的方法。 

4.1  引入企业项目资源 

当前，各高校机器学习课程主要通过开设课内

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机器学习算法。虽然学生通过实

验能够掌握很多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原理，动手

能力也能得到提高。但是，这些课内实验要求学生解

决的问题、使用的实验环境、要处理和分析的数据以

及解决方案都偏向理想化，复杂程度不高，与真实的

企业场景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仅仅掌握实验内容

很难培养学生从综合的视角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的

各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难以胜任实际工作[7]。针对上述情况，为了让学

生能接触真实的项目问题，培养学生的系统性思维

能力，邀请企业工程师进课堂，讲授企业最新项目中

与机器学习课程内容相关功能需求、开发环境和要

求达到的性能指标等。学生、教师与企业工程师一起

讨论项目如何收集要处理的数据、使用的机器学习

算法。 

在 2023 年春季软件工程专业开设的机器学习课

程中，引入了与临港新片区企业中云数据合作的项

目“智能文本分类及信息提取算法”。该项目为机器

学习课程中朴素贝叶斯算法、聚类算法、长短时记忆

网络、条件随机场等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和深度学习

算法提供了的真实工业应用场景。项目的主要功能

是对输入文本的实现多层级标签识别、命名实体识

别和地域归类，最终得到标签体系和实例信息结果。

算法的应用场景包括文本多层级分类、自动标签、信

息抽取和知识图谱构建。通过将此项目改造为产教

融合案例，经过一定的简化和抽象融入到了机器学

习课程教学中。 

4.2  开发专业技能与知识点 

为了在教学过程中营造真实的企业项目开发环

境，教师在熟悉项目的开发背景和解决方案之后，编

写产教融合实践案例，内容包括项目要实现的功能

模块对应的课程知识点、技能和技能训练代码。案例

中共有 7 个一级功能模块，19 个二级功能，16个课

程知识点，38 个需要掌握的实践技能。其中，一级

功能模块无效数据过滤对应的课程知识点与学生需

要掌握的技能如表 2 所示。 

4.3  基于学生团队和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 

为锻炼学生与真实用户之间的交流能力、需求

获取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从系统思维的角

度对算法理论的理解，提升他们的应用能力。具体的

做法让学生基于产教融合实践案例中的专业技能与

知识点，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编程基础，自动组队。然

后学生在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的共同带领下，利用

学过的机器学习相关知识，针对项目案例中的二级

功能，编写程序解决问题。这种以真实的项目案例为

载体，采用学生团队和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不仅能

让学生把理论知识变成经验知识，尤其能获得教材

中难以学到的专业技能和技巧，还有效激发了学生

的求知欲望，学生通过对项目案例开发不仅增强了

实践能力，还巩固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以文本分类功能为例，实施基于学生团队和任

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 BERT模型

使用的技能训练，包括：使用 Pytorch 构建与训练、

模型结构的调整、超参数微调、模型加载和存储，以

及训练好的 BERT模型用于训练文本的行业分类和文

本的流派分类。BERT 模型包括多个层，每个层都包

括多个自注意力机制和前馈神经网络。在项目开发

中，要求学生在 BERT 模型的输出层添加一个全连接

层，将模型输出的特征向量转换为分类结果。表 3是

学生根据项目开发要求，反复多次完成 BERT 模型使

用这一技能训练的程序代码片段。 

表 3  使用Pytorch框架构建BERT模型的技能训
练核心代码片段 

利用 BERT 模型实现句子分类的函数 BertForSeq 

class BertForSeq(BertPreTrainedModel): 
  def __init__(self,config):  ##  config.json 
    super(BertForSeq,self).__init__(config) 
    self.config = BertConfig(config) 
    self.num_labels = 3         # 类别数目 
    self.bert = BertModel(config) 
    self.dropout = nn.Dropout(config.hidden_dropout_prob) 

self.classifier=nn.Linear(config.hidden_size, 
self.num_labels) 
    self.init_weights() 

4.4  企业验收 

为了评估学生团队完成的项目案例是否达到了

给客户交付用的效果，企业组建了验收团队，并以 2

周为一个时间周期对学生已完成的部分进行验收。

验收团队的组员由三名企业工程师组成，分别是数

据研发部经理、数据组组长和工业机理组组长。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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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的完成情况由组长负责汇报，验收过程学生需

要解答企业工程师提出的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数

据分类的问题和数据存储的问题。在整个项目案例

开发过程中，课程教学时配合企业进行了三次考核

验收，每次考核验收过程中需要提交阶段性的验收

项目设计文档，阶段性验收成果和项目问题交流汇

总等。表 4 是第三次验收时，企业反馈的某一个学生

团队完成的项目的实测结果。由表 4可知，学生完成

的项目案例在算法准确度和和响应时间上均达到了

企业的开发要求。 

 
表 4  企业验收项目案例示例 

功能 自测准确率(%) 中云实测(%) 标准(%) 自测响应时间(s) 中云实测(ms) 
标准
(ms) 

结论 

无效数据处理 85 80 70% 1 84 < 200 通过 

舆情分析 70 70 70% 0.3 180 < 500 通过 

实体提取 80 78 70% 1.5 6.37 < 500 通过 

事件提取 77 66.70 70% 0.8 1.98 < 500 通过 

行业分类 75 76.5 70% 1.3 6.46 < 200 通过 

新词发现 70 76 70% 0.5 4.25 < 500 通过 

近似词查找 70 75 70% 0.2 60 < 500 通过 

 

5  产教融合课程培养应用型大数据人

才系统性思维的效果 

系统性思维能力本质上是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应

用能力，本研究从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综合

分析问题的能力、行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创新意识和

能力等多个维度对应用型大数据人才系统性思维能力

的培养效果进行了评估。其中，关于理论知识与技能

的掌握情况是通过校内机器学习课程的期末考试来衡

量的。《机器学习》课程共 5 个课程目标（如表 5 所

示），其中课程目标 1 的要求是 “掌握常用机器学习 

表 5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观测点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观测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掌握常用机器学习算法的基本原理，能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用合适的机器
学习算法。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 

课程目标 2：能用 Python 语言编写具有独立功能的函数实现机器学习算法，能分析、解释
实验结果。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 

课程目标 3：具备数据思维和问题建模能力，能借助第三方机器学习库或自编程解决中等
难度的数据分析问题。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
具 

课程目标 4：通过综合实践项目或学科竞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增强
学生理解机器学习算法对大数据技术应用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 

毕业要求 9 个人与团队 

课程目标 5：指导学生阅读与本课程学习内容相关的英文科技文献，培养学生用英文撰写
和口语表达机器学习算法前沿应用的能力。 

毕业要求 10 沟通 

算法的基本原理，能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用合适的

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期末试卷分析可知，课程目标 1

的达成度为 0.83，是 5 个课程目标最高的一个。这说

明学生对本课程的机器学习课程的理论知识与技术理

解较好。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由企业工程师对详细设

计文档中的每个功能模块对应的算法流程打分来评估。

算法流程图必须要采用标准化的图标和符号， 企业第

三次验收时，8 个团队在“新词发现”功能模块上有 6 个

团队超过了企业的要求，2 个团队与企业的要求相当。

这说明产教融合教学对学生的自学能力、敢于挑战困

难有激励作用。 

创新意识与能力是企业根据完成项目案例是否使

用了最新的算法来评估，例如：使用了 BERT 模型和

其相关算法的组合抽取文本中的实体，就表明学生具

有创新意识和能力。 

 

图 1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企业在最终的验收发现，8 个团队均采用了 BERT

模型，这说明学生对新技术的了解具有强烈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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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AIGC 时代，AI 成为基础设施，系统性思维能力

成为当前社会对应用型大数据人才培养提出的质量要

求。应用型大数据人才系统性思维能力的强弱最终体

现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应用能力的强弱。为此，本

文以机器学习课程教学为例，探索了在传统的机器学

习课程教学中引入产教融合元素，通过引入企业项目、

开发项目资源、任务驱动和企业验收等四个步骤开展

产教融合，培养学生的系统性思维。最后，从理论知

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综合分析问题的情况能力、行

业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创新意识和能力等多个维度对应

用型大数据人才系统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效果进行了评

估。评估数据表明采用产教融合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系

统性思维能力，更是一条提升应用型大数据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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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序逻辑回归模型的探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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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对两广（广西、广东）消费者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对探店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进行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探店消费预期、探店推荐的诚信、探店对长期客流量影响程度、探店活动有助于发现

新的消费场所、探店与线下消费体验的一致性均对消费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探店活动中，倾向的短视频类

型，因探店推荐而消费这两个变量对消费决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优化探店策略为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同时也为相关企业在市场推广时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关键字  探店，有序逻辑回归，消费决策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tore Exploration on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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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onsumers in Guangxi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tore exploration on consumption decision-

mak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ccupation, expected expenditure during store exploration, the credibility of store 

exploration recommendations, the extent to which store exploration influences long-term customer flow, the ability of 

store exploration to help discover new consumption venues, and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tore exploration and offline 

consumption experiences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Conversely, the preferred 

short video type in store exploration activities and consumption due to store exploration recommendations are two 

variables that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This optimized strategy for store 

exploration provides crucial references f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valuable guidance for related enterprises in 

market promotion. 

Keywords—store exploration,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

探店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消费现象。探店活动不

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消费信息和体验，也为商家

带来了新的营销机会和挑战。探店博主或达人通过视

频、图文等形式，向广大消费者推荐各种餐饮、娱乐、

购物等消费场所，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国内有相关学者开展了探店对消费影响机制的研

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周雨蕾等[1]通过问卷

调查、访谈以及店铺经营数据的分析，实证研究结果

揭示，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会经历多个阶段，

包括关注、兴趣、搜索、行为和分享。特别是分享这

一环节，对消费行为具有最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

杨珍珍[2]关注贵阳地区的美食探访活动，尤其是探讨

与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美食，定性分析并讨

论美食探店活动对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影响。

林晓敏等[3]从商家、博主和消费者三个主体的四个维

度定性分析，提出了在改进营销策略和增强服务水准

等方面的切实建议。雷淑妍[4]通过问卷调查，借助

SPSS 和 AMOS 软件深入探讨了影响探店类短视频用

户消费意愿的关键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提出五项

提升用户消费意愿的建议。尹兰靖[5]认为新媒体特征

使得短视频营销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和影响力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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