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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钥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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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的爆炸和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开始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高等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程度最高的阶

段，也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阶段，与大数据产生了必然的紧密联系。高校应升级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大数据应用

平台，多学科合力攻关，加强大数据基础研究，关注社会需求，培养专业大数据人才，倡导和加强数据文化建设，反思大数

据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大数据的有机结合，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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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数据的内涵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海量的信息数据。根据国际数据公司ＩＤＣ的监测统计，即使在遭遇金融

危机的２００９年，全球信息量也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６２％，达到８０万ＰＢ，到２０１１年全球数据总量已经达到
１８ＺＢ，已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２００ＰＢ），并且全球数据总量以每两年翻一番
的速度飞速增长，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全球数据量总量将达到３５．２ＺＢ，ＩＢＭ更是预测在２０２０年数据总量将达到
４０ＺＢ，比之２００５年增加了３００倍［１－３］。网络宽带的提速、云计算服务的诞生、物联网应用的铺设以及移动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４］，不只是带来了海量的数据，人类储存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信息规

模的爆炸性增长、数据储存能力和数据计算能力的大幅提升，促成了大数据的应运而生。

大数据可以从数据实体、数据技术、数据思维三个方面来阐释其内涵，它是一种海量多样的数据信

息，是挖掘信息价值的新工具，还是合理运用新工具的新思维。从数据实体方面来讲，大数据是蕴含巨

大价值的海量、高增长率、多样化和复杂关联的信息数据集；从数据技术方面来说，大数据是包含新的数

据挖掘技术、数据储存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以及大数据平台技术等成系列的技术体系；

从数据思维而言，大数据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不仅是更多的全体数据代替随机抽样、更多的混杂性代替

精确性以及更多的寻求相关关系代替寻求因果关系这样一种思维，还蕴含着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一种

在人的价值理性的指引下合理运用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一种试图运用数据量化世界、理解世界和预测未

来的方法论。但归根结底，大数据是一种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技术，其数据实体是产生和使用此技术

的基础和前提，其具体数据技术是解决问题的实现路径，其数据思维是技术内涵的价值负载，它规定了

技术的目的和手段。

大数据因蕴含的巨大科学和社会价值，成为了推动人类生活、工作和思维产生变革的巨大力量，如

今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高等教育亦不能置身其外，大数据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

２　大数据对高等教育的意义
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共识，信息化、大众化、个性化以及全球化等一系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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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理念反映着新的时代要求，各国都在不遗余力的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途径，此刻顺应新时代而

出现的大数据，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无疑是一把带来惊喜的新钥匙。

首先，大数据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了高等教育中教育公平以及学习个性

化的实现。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随着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大力推进，相关网络教育资源的开发已经度过

了原始的积累阶段，各类网络课件、精品视频公开课等优质的教育资源已有一定量的基础，当前更为重

要的是要突破地域、文化、经济等因素的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全世界、全人类免费共享，但进行教育资

源的共享不仅是制作些课件、教学视频放在网上供学习者访问，同时还要提供相关学习支持服务如师生

互动、问题讨论、课业考评以及学习者提高策略等才能够称得上优质，才能保证学习者学习的质量。正

因如此，ＭＯＯＣ这种对学习者、学习环境、学习方式限制极低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才应运而生，而只有
通过大数据技术全面收集学习过程收据，以及实时有效地分析和处理海量的数据，ＭＯＯＣ才能实现容
纳数以百万计学习者共同在线学习的平等开放，实现面向个人的灵活学习方式以及个性化学习支持。

其次，大数据为现代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环境支持，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大数

据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在高等教育中，其以对信息和数据的高度集成而构建信息化的教育环

境，促进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的整合乃至全面融合，从而改变了教学活动的各项要素，引发了教学方法、

教学工具、教学内容等各环节的深刻变革，并且推动了高等教育模式和学习环境等领域的全面创新［５］。

第一，随着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融合，高等教育中，以阶段性、择取性、封闭性

为明显特征的传统教育模式发生了变化，持续性、普适性、开放性等教育发展要求有了实现的路径，这不

仅推动着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同时催生着如ＭＯＯＣ和国家开放大学等新教育模式的产生；第二，随着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融合，高等教育中，原本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群体为对

象、以灌输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发生了变化，主体化、个性化、主动化等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要求有了实

现的契机，这不仅逐步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同时促成了翻转课堂、微课等新教学方式的产生；第三，

随着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融合，高等教育中，教学工具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亦在

同时进行，多功能、灵活轻便、实时交互等特点保证了新型教学工具对传统教学工具的优势，能够有效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而信息技术对社会和科学的变革作用更是改变了教学内容，包含信息技术在内的新型

知识架构，维持了知识技能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耦合，以保证学生学有所用。

最后，大数据为高等教育带来量化和实证，提升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科学性。第一，在教学方面，大

数据能够全程收集学生学习过程数据，真实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状态和问题，并通过对收集的海量

数据进行建模分析，获取学生学习分析报告，检测学习理论，指导学习实践，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支持，这无疑将促进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第二，在科研方面，大数据为科学研究带来新思维和新方

法，大数据将物理世界全面描述和重现，为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对象从物理世界转变为数据提供了支持，

同时，大数据作为一种面向全体数据的研究方法，弥补了传统的面向有限数据格局的抽样研究方法对细

节和个体的无力以及缺失，而大数据对多元复杂相关关系的挖掘有利于寻找和破解开放复杂巨系统如

社经济和教育等社会领域诸多问题的规律，这将为高等教育科研能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第三，在管

理方面，大数据通过对全体教育对象信息的全面收集和高度集成，完成教育对象数据的充分利用和共

享，既避免了教育对象大量重复信息的存在，又提高了管理效率，而基于数据的教育评价和决策，教育管

理信息客观性、有效性的提升，过程性和多主体多层次教育管理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切实把握教育对象

的变化的条件和规律，将为高等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提供有力依据。

３　高校如何应对大数据的冲击
３．１　升级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大数据应用平台

建立大数据应用平台，是为了更好地挖掘潜藏的海量数据，同时也是整合和分析大数据的基础。大

数据的应用过程大致可分三步：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可视化显示。第一，升级高校信息系统，在高校，数

据挖掘注重对过程数据的挖掘，尤其是对学生学习过程信息的采集，而现有的高校信息系统普遍缺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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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数据的收集的能力；第二，升级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挖掘还包含着对数据的储存和清洗，在控制硬件

成本的前提上，数据的存储空间的压缩依靠数据库文件系统的升级，同时，更高数据质量要求的数据清

洗、更高速度要求的数据存取和处理过程也需要更高性能数据库管理系统；第三，安装专业可视化软件，

如Ｔａｂｌｅａｕ，即可将一般的数据分析结果以可视的图像图形图表等方式展示出来。
３．２　多学科合力攻关，加强大数据基础研究

大数据科学横跨多门科学领域，需要信息科学、网络科学、统计学甚至心理学和哲学等多学科领域

的专家密切配合，组成多领域合作团队对其进行基础研究，在数据标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隐私

保护以及大数据实际应用等大数据发展关键领域进行研究和突破。高校应利用自身优势，多学科合力

攻关，加强对大数据的基础研究，扎实大数据发展的科学基础，不仅合理应用大数据，更要成为大数据发

展的“孵化器”，积极履行自身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职能，引领大数据科学有效的发展。

３．３　关注社会需求，培养专业大数据人才
高校最重要的职能即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满足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治国经邦，人才为

急”，人才作为当今时代最宝贵的财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大数据已经发挥出巨大社

会、经济和科学价值的当下，对其巨大潜力的发掘无疑成为当今社会的急中之急，而这需要足够的专业

人才。大数据发轫于２１世纪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作为一种新生的领域，专业人才的匮乏成为限制大
数据发展的不利因素。高校应把握社会动态，紧密关注社会需求，开设数据科学之类的专业课程，培养

专业大数据人才，既是对大数据发展的促进，也是对社会的回馈，更是高校自身职能的履行。

３．４　倡导和加强数据文化建设，反思大数据发展
数据文化是指一个教育组织或系统内部崇尚数据对于各个层面决策过程的重要性的学习环境，它

包括相应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准则［６］。高校倡导和加强数据文化建设，即是建立以数据和实证为基

础进行决策的文化，奠定高校认可和推动大数据发展的理念基础。但高校并不是对涌入的大数据波澜

不加思辨的全面接收，而是有选择的传递与保存，同时进行理性的反思、人文的平衡与伦理的考量。畅

销书《大数据》封面上，用醒目的字体印上了一个断言：“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７］先

河之作《大数据时代》一书也断言，大数据时代，精确性必然被混杂性取代，而相关关系也必然的取代因

果关系［８］。这些论断无疑包含着“技术主导、数据为王”的理念，但在人类世界，不关注人性的工具是没

有价值的，技术是与人相互规定的，技术并不能脱离人而存在，正如大数据中的数据分析是人的分析而

不是机器的分析。同样，引入大数据是对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和超越，但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覆盖

全部研究领域，两者应是互相补充与配合的关系。同时，在数据安全、公众隐私保护和技术政治化等方

面也需要对大数据的发展进行探索和思考，大数据的潮流正在形成一种全方位影响社会的文化。高校

作为创新与发展文化的主要场所，只有经过高校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大数据的发展方能落地成雨，形

成扎实的“大数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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