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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大数据相关专业课程体系研究现状，基于扎根理论，针对大学生需求构建中医药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专业课程体系理论模型，详细阐述模型构建方法、结构，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６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ＺＨＡＩＸｉｎｇ，ＬＩ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Ｌ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

ｎａ；ＧＵＯＦｅｎｇｙ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ｉｓｂｕｉｌｔ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Ｉｔ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ｊｏｒ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８－２４

〔作者简介〕　翟兴，副教授，发表论文 ３０余篇；通讯作

者：郭凤英，副教授。

〔基金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重点攻关项目）“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信息

服务评价研究” （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ＪＹＢ－

ＺＤＧＧ－０７０）；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专项课

题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实验室数据管理

ＳＯＰ”（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ＸＪ－ＳＹＪＪ－００３）；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题 “慕

课视角下 ‘ＳＰＯＣ＋翻转课堂＋ＰＢＬ’教学模

式研究与设计 －以医学数据分析课程为例”

（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ＪＹＢ－ＪＹＺＸ－００４）。

１　引言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应用

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成为国际竞争、国家发展的重

要领域，大数据人才需求增强，其中既掌握大数据

相关技术又能进行管理决策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

大。在此背景下出现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其隶

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教育部批复的前两批

高校中绝大多数都为理工、经管类高校，尚未发现

医学类高校申请该专业。在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医院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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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应用技术指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出台

后，越来越多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投入医疗大数据

建设。为满足人才需求，北京中医药大学依托其中

医药学、管理学和信息科学优势，于 ２０１８年底筹

划建设面向医疗卫生行业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

业，培养具有扎实数据分析基础、熟悉医疗卫生领

域特别是中医药领域数据特点，系统掌握中医药大

数据管理技术与方法，能够在医疗卫生行业、健康

产业、卫生行政管理以及互联网企业等从事医疗大

数据管理、应用和决策分析的复合应用型人才。针

对此需求构建能够支持该培养目标且具有医药行业

特色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体系。

２　大数据相关专业课程体系研究现状

２１　国内大数据相关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有学者［１－２］分别从专业介绍和数据素养角度对

该专业进行研究。与该专业相近的数据学科与大数

据专业经过数年发展已经逐渐成熟且在课程建设方

面积累了一定研究成果，在借鉴该专业课程建设经

验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将大数据专业课程体系建

设思路和方法总结为４类。一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设置课程体系：饶玲丽、陶光灿和唐贤伦［３］阐述大

数据类人才需求，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而构成

课程体系；吴贺俊和饶洋辉［４］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

对大数据专业与计算机专业进行对比并构建实践教

学平台。二是对专业原有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易艳

红、张晶和张聪［５］以原课程体系为基础，结合大数

据类课程特点对实践教学及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三

是借鉴国内外高校专业课程设置：李萍、任和和孙

丽萍等［６］在综合分析国内高校课程体系架构基础

上，结合自身学校特点建立专业课程体系；王国

仁、金福生和刘驰等［７］提出通过与国外高校交流沟

通、对比双方高校优势，共同建设、完善专业课程

体系。四是相关产业集群实践探索：李秀云、康丽

滢和蔡永华［８］提出融合产业优势和教学特点，在实

践中探索课程体系建设。

２２　国内高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开设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已经申请并开设该专业的高校
共８３所。通过网络调研方式从开设该专业高校官
方网站中查找公开培养方案信息，对西安交通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进行实地调研，了解目前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开办情况和专业定位。经调

研发现高校对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定位各不相

同，但多数以培养经济、商务类数据分析人才为

主。例如西安交通大学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商务大

数据智能分析能力、复杂商务模式逻辑推理能力和

独立设计数据产品能力为目标。中央财经大学注重

培养具有经济学、管理学背景和良好数据思维能

力、扎实数据分析基础，掌握大数据与应用分析方

法和技术，熟悉财经领域相关知识，能够创造性解

决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数据科学问题的人才。

中国传媒大学主要培养掌握大数据与商务分析相关

理论与方法，能够在互联网与传媒行业、文化产

业、国家政府管理部门从事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

数据驱动的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技术赋能的

数字创新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国内第１所开设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专业的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研究重点为医学知识

如何与大数据和管理知识进行融合和创新。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扎根理论概述

质性研究中的一种建构理论，由Ｓｔｒａｕｓｓ和Ｇｌａ
ｓｅｒ于１９６７年提出。该理论以经验数据资料为扎根
基础，运用理论演绎与归纳方法挖掘资料隐含的现

象本质，系统进行理论框架建构［９］。将扎根理论引

入课程体系构建尤其是大数据管理专业等应用性和

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研究，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解决课

程理论和实践脱节问题，保证课程理论的科学严谨

性和实践相关性，有助于促进课程对学校、学生的

适应性理论建构［１０］。

３２　研究概况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１１］，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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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文献主要包括：

杨雪、陈甚颖和孙曼淇［１２］针对高校财务管理类课程考

核体系重构，选用扎根理论对中美课程考核体系进行

对比分析；王艳、李雯和刘素霞［１３］通过扎根理论构建

经管类双语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王璐、赵呈领和

万力勇［１４］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共享课用户对课程评价体

系；黄椰曼［１５］以大学生对课程体系感受为视角，运用

扎根理论分析相关数据，构建信管课程体系。

３３　研究路径

本文以学生需求为出发点，按照扎根理论研究

方法，以高等中医院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

体系构建为基点，在收集数据资料并深入挖掘有效

信息基础上构建该专业课程体系理论模型。

４　模型构建与阐释

４１　概述

采用理论抽样方法选取访谈对象，即研究者主

观选取与本研究相契合的访谈对象。所选对象需要

较熟悉大数据、信息技术、医药和管理，但目前开

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高校较少，可获得样本不

多，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本校范围内选取与该专业同

属一个门类的信息管理类专业２５名本科生作为访

谈对象。访谈主要问题为对该专业发展前景、医学

类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以及对课程

综合能力培养等的看法。

４２　模型构建

４２１　概述　扎根理论研究需要对访谈资料编
码。编码目的在于形成 “金字塔”形体系框架，从

基础分析、归纳，逐步靠近课程体系建设相关因素

而形成理论模型。编码过程主要分为开放式编码、

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３个步骤［１６］。

４２２　开放式编码　将原始数据资料的句子、段
落大意用概念和范畴进行概括，即将句子抽象成有

效概念，根据概念含义相关性重新构成大意范围更

广的范畴。具体步骤为：根据研究主题的大意范围

逐句查找与主题有关联的句子，对相关句子含义贴

上标签；经过反复对比分析，用精炼的短语对标签

及句子含义进行概括，形成概念；根据相关性对概

念进行比较归纳，形成范畴。本研究最终形成１０２
个概念和１８个范畴，见表１。
４２３　主轴编码　在研究主题范围内分析所形成
概念范畴间的关联性，归纳成为更高级类属。联系可

以是各种关系，但所形成类属要更为接近主题。其目

的是发展范畴和类属，使理论更加具有概括性。通过

反复对比分析关联性最终归纳出６个类属，见表１。

表１　主轴编码结果

类属 范畴 类属具体内涵

Ａ１教师教学因素 Ｂ１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教学水平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Ｂ２教师人文关怀 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及程度

　 Ｂ３教师引导作用 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引领导向作用

Ａ２课程构建逻辑 Ｂ４课程结构设置 课程安排顺序的逻辑合理程度

　 Ｂ５课程安排逻辑 课程结构设置的合理程度

　 Ｂ６课程内容特点 课程学习内容所具有的特点

　 Ｂ７理论实践并重 通过理论和实践共同进行课程的学习

Ａ３课程开展体系 Ｂ８课程开展效果 课程开展后的教学效果

　 Ｂ９课程开展形式 课程教学形式

　 Ｂ１０学生开展活动内容 学生围绕课程所进行的自主活动

Ａ４课程内容体系 Ｂ１１医学类课程 中医基础类、临床类课程

　 Ｂ１２信息技术课程 计算机相关课程

　 Ｂ１３数据科学课程 数理统计、大数据类相关课程

Ｂ１４管理课程 管理、决策分析类课程

Ａ５学生能力培养 Ｂ１５专业能力培养 培养与专业知识、思维、技巧相关的能力

　 Ｂ１６综合素质培养 综合的德育智育及行为活动、性格相关的培养

Ａ６学校客观因素 Ｂ１７学校相关因素 学校对专业的资源设施的分配及相关行为

　 Ｂ１８专业定位 学校对专业要求、培养目标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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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　选择编码　系统分析已生成类属之间关联
性，根据研究主题及类属之间关联性逐渐建立各类

属之间连接关系，构建理论体系模型。其目的是将

类属关系抽象，形成与主题相关的完整影响因素体

系，从而进一步为结论提供科学性理论支撑。模型

建立要突出主题统领性地位，在类属之间建立合理

有效的连接关系，关系之间互相影响要更加具体，

便于确定研究结果的理论范围。本研究在确定以

“课程体系建设”为主题后，围绕主题对各类属即

课程构建逻辑、课程内容体系、课程开展体系、教

师教学因素、学生能力培养、学校客观因素６方面
建立连接关系，构建高等中医院校课程体系建设模

型，见图１。

图１　高等中医院校课程体系建设模型

４３　模型阐述

４３１　课程构建逻辑、内容体系、开展体系共同
构成课程体系核心　 （１）课程构建逻辑要求课程

体系构建遵循客观逻辑。课程设置要遵循大学生学

习特点，在保证课程连贯性的前提下按照循序渐进

的原则进行课程安排；课程结构要借鉴国内外高校

相关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与社会需求接轨，根据中

医院校特点合理选择侧重方向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２）课程内容体系要优先考虑知识面深度和广度之
间的平衡性。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是学科交叉类专

业，包括数学统计、医学、计算机、管理与大数据

等专业知识，在多领域互融互通基础上有所侧重，

建立学科之间桥梁。根据访谈结果，该专业课程体

系主要应分成医学、数据科学、信息技术和管理决

策４个模块。医学模块课程主要使学生掌握医学基
本知识、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现行业特色；数据科

学模块课程主要培养学生数据科学思维和大数据技

术应用能力；信息技术模块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信息

技术基础和软件开发技能，为大数据分析提供技术

保障；管理决策模块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具备现代管

理学思维，掌握管理理论，为医学大数据分析提供

管理和决策支持。（３）课程开展体系是指大数据专

业课程开展方式，包括多元化教学方式，对教学效

果进度的监督、评价、管理，以及学生在教学课堂

之外的各种活动。线上教学因其便捷性和灵活性强

的优势得到快速发展，慕课等免费教学网站成为学

生自主学习的重要途径，课堂教学要改变传统模式

而向线上线下混合形式转变，可以预留时间给学生

开展线上自主学习。课程效果评估则是为教学内

容、方式进行局部调整提供依据，以达到教学预

期、实现教学目标。针对学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活动有利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

果。学校应不断增加面向学生的特色活动项目以帮

助其培养学习兴趣、拓宽视野。

４３２　学校客观因素对课程体系产生宏观影响　

学校客观因素对课程体系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专业定

位、学校政策及周围社会环境对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专业影响等方面。各专业培养方案和目标定位通常

依托于学校优势学科背景。中医院校开设大数据管

理专业是为了促进中医药领域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的交叉融合，从数据科学角度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发

展。通过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可凝聚全

校不同学科师资力量，加强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

的交流与合作。学校对专业所配备的教学、科研实

验等软硬件资源也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配备的

教师数量及其教学水平、能力、职业素养影响教学

效果以及学生对课程体系的认同程度；学校重视程

度将决定对该专业的支持力度与资源分配。为了中

医院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发展，学校应加大对

专业软硬件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力度，加强该专业与中医药等专业的教学、科研

沟通交流。

４３３　多角度促进学生能力培养　大数据专业课

程体系可以促进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专

业能力主要包括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挖掘以

及管理决策能力；综合素质主要包括独立思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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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能力以及学术视野等。主要从３方面推进：
第一，专业核心课程体系是最直接的能力培养渠

道，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以及自主参与的相关实习、

实践活动锻炼自身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掌握专业

知识和技能。医学类课程使学生具备医学基础知识、

了解医学数据基本特点，信息技术类课程使学生扎实

掌握学科基础课程和基本技能，数据科学类课程使学

生掌握最新的大数据理论、技术和方法，管理决策类

课程以管理视角培养学生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管理

决策问题的能力。第二，教师教学水平高低是影响

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的重要因素。教师与学生关系

的亲密程度一定程度影响学生对课程的喜爱程度，

教师与学生保持良好沟通可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更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要发挥良好引导作用，

不但教授课本知识、理论，还要善于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研究、开阔视野，促进学生思维和能力培养。

第三，学校人文环境影响学生心理和行为特征，高

等中医院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以及谦逊低调的行为观

念对学生影响较大，间接促进学生能力培养。

５　结语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既掌握大数据技术又能进行

决策分析的人才缺口巨大。在分析国内高校大数据

应用与管理专业核心专业课程前提下，借鉴大数据

专业课程体系相关文献研究思路，用扎根理论研究

方法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对课程体系的

看法角度系统研究高等中医院校大数据专业课程体

系建设框架，构建该专业课程理论模型，得出以下

结论：课程体系要按照合理的构建逻辑对内容进行

设置；要重视学校客观因素对课程体系建设的影

响，宏观调整课程体系；培养学生能力要从学校环

境、教师教学、课程体系３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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