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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云计算大数据应用开发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8 学时/16 周/3 学分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24 课时 

先修课程： 线性代数，概率与统计，数据结构 

后续课程支撑：  

授课时间： 周三第九至第十一节课 授课地点：网络授课 

授课对象： 2019 级跨境电商（粤台）1 班 

开课学院： 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谢泽荣/无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任意时间，通过网络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 

使用教材：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是介绍目前计算机领域的热点“大数据”的处理以及应用，探讨处理数据的过程和对应的一些算法，并旨在让学生掌握大数据处

理过程中的模型，并且能够运用所学到的模型去解决实际应用当中的问题。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聚焦在数据的处理应用上，包

括数据的分类，模型构建和预测，文本挖掘等；第二部分在于教授学生数据科学当中的方法论，并且让学生能够利用一整套方法论去做课题的分析，进

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与人才培养方案中“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与课程支撑矩阵”相一致；建议课程教学目标按章节来划分，

每个目标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正文中删除此段话，下同）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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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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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据与推论 谢泽荣 9 

根据现有数据进行推理并得出结论。探

讨如何对数据进行表示（重点）并且如何

从中得出结论最终实现这种行为（难

点）。 

了解命题逻辑（重点）；旧句子推理出新

句子的过程（重点）；了解人工智能中表

示命题和逻辑的过程（难点）；了解不同

的推理规则（难点）；了解解析度和一阶

逻辑的概念和表示过程（重点）。 

线上 

课 堂 讲

授、小组

讨论、案

例分析 

课后作业：数据科

学在社科类应用的

论文案例分析 

能力培养作业：实

现相关的算法 

目标一 

6～9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

掘相关基础 

谢泽荣 9 

机器学习为计算机提供数据，而不是明

确的指令。使用这些数据，计算机学会识

别模式并能够自行执行任务。 

了解监督学习中数据集从输入到输出的

过程（重点）；了解不同的分类算法：最

近临近分类算法的实现，感知器学习过

程和规则以及支持向量机分类方法（难

点）；了解回归和分类的区别（重点）；

了解评估预测准确度的评判标准（重

点）；了解如何改进算法预测的准确度

（难点）；掌握无监督学习和监督学习的

区别和对应的聚类算法（重点） 

线上 

课 堂 讲

授、小组

讨论、、案

例分析 

课后作业：数据科

学在社科类应用的

论文案例分析 

能力培养作业：实

现相关的算法 

目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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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 
神经网络及其应用 谢泽荣 9 

人工神经网络对数学函数进行建模，这

些函数根据网络的结构和参数将输入映

射到输出。在人工神经网络中，网络的结

构是通过对数据的训练来形成的。 

了解激活函数的不同种类（重点）；了解

神经网络的概念和表示方式（重点）；了

解梯度下降算法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改进

（难点）；多层神经网络的架构和训练算

法（难点）；了解 python 的 TensorFlow

（重点）;了解计算机视觉和实际应用（重

点）；了解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

（重点） 

课程思政融入点： 

讨论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在疫情期间是

如何做到精准抗疫的 

线上 

课 堂 讲

授、小组

讨论、案

例分析 

课后作业：数据科

学在社科类应用的

论文案例分析 

能力培养作业：实

现相关的算法 

目标二 

14～

16 
人类语言处理 谢泽荣 9 

了解自然语言处理在运用上的不同场景

（重点）；了解语法和语义的定义和区别

（难点）；了解语言生成句子的规则系统

（难点）；了解 python 的自然语言工具

包 nltk（重点）;了解自然语言处理当中

的不同模型（难点）；了解如何从语言中

进行信息抽取以及如何搭建词网（重点） 

线上 

课 堂 讲

授、小组

讨论、、案

例分析 

课后作业：数据科

学在社科类应用的

论文案例分析 

能力培养作业：实

现相关的算法 

目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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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作业 实验 考试 文献检索  

目标一 C1 5 5 5 5 20 

目标二 C3 5 10 5 5 25 

目标三 C4 20 10 5 0 35 

目标四 C6 20 5 5 5 35 

总计 50 20 15 15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 次（或 6 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0 年 9 月 4 日 

系（部）审查意见：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