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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技术》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8631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课程名称 数据挖掘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 Data Mining Technology

适用专业 统计学专业

先修课程

（7270501）概率论、

（7273201）数理统计、

（7303801）Python及其应用

开课部门 理学院统计学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统计学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为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和完成毕业论文等

奠定大数据分析技术基础，目的是让学生熟悉数据的类型和预处理办法，掌握分

类模型、聚类模型和关联算法，培养学生运用数据挖掘算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1：熟悉数据的类型和预处理办法，掌握决策树等分类模型、K均

值等聚类模型和 Apriori等关联算法。

课程目标 2：运用 R和 Python 软件编写代码，实现多种数据挖掘模型，并

且利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

课程思政目标：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等，

培育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等。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 数据挖掘概述

教学基本内容

⑴数据挖掘的概念和主要任务；

⑵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数据挖掘的流程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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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预处理方法

教学基本内容

⑴数据的各种属性。

⑵数据的各种预处理方法。

⑶数据的汇总统计指标。

⑷数据的可视化技术。

⑸预处理或描述数据的 R和 Python代码。

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数据的属性，掌握数据的预处理方法，能够编程预处理或描述数据。

3. 分类模型

教学基本内容

⑴分类模型概述。

⑵决策树模型。

⑶K-最近邻模型。

⑷贝叶斯分类模型。

⑸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⑹支持向量机模型。

⑺集成预测模型。

⑻各种分类模型的 R或 Python代码。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各种分类模型的思想，能够编程实现这些模型。

4. 聚类模型

教学基本内容

⑴聚类分析概述。

⑵K均值聚类模型。

⑶凝聚层次聚类模型。

⑷DBSCAN模型。

⑸EM算法。

⑹各种聚类模型的 R或 Python代码。。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各种聚类模型的思想，能够编程实现这些模型。

5. 关联算法

教学基本内容

⑴关联分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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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Apriori算法。

⑶Apriori算法的 R和 Python代码。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 Apriori算法，能够编程实现 Apriori算法。

6. 总复习

教学基本内容

总结本课程的主要知识点

教学基本要求

复习本课程的主要知识点

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1.数据挖掘概述 2 2 2

2.数据预处理方法 2 2 2

3.分类模型 20 10 30 30

4.聚类模型 4 4 8 8

5.关联算法 2 2 4 4

6.总复习 2 2 2

合 计 32 16 48 48

五、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实践性教学内容：运用 R和 Python软件编写代码，结合线上数据，实现决

策树等分类模型，K均值等聚类模型，以及 Apriori等关联算法。

实践性教学场地与设备：理学院实验室（博远楼 621）或者其它小型机房，

安装 R和 Python软件的电脑。

实践基本要求：掌握 R和 Python软件的常用函数命令，能够运用它们编写

代码，实现决策树等分类模型，K均值等聚类模型，以及 Apriori等关联算法，

每次课撰写一份实验报告，说明数据来源、分析过程和结果。

六、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主要讲解常见的数据挖掘算法，在理论教学部分讨论模型的原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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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部分讨论模型的代码。本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开设在第六学期，此时，

学生已经了解数据的描述方法，初步认识连续型变量的建模方法等。本课程以学

生为中心，设计科学的教学方案。

1. 认真剖析教学重点和难点，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

讲解模型原理时，适当添加课堂练习，增加课堂互动；在讨论比较容易的知识点

时，运用反转课堂转换师生角色。

2.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安

排学生观看网络课程，预习课程内容；运用开源软件和公开数据，开展实践教学，

锻炼学生的编程能力。

3. 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添加课程思政素材，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

怀。以华为等被美国纳入实体名单为例，说明国家面临的挑战，激励学生好好学

习，勇于创新，将来突破外国的科技封锁。

七、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数据挖掘导论》（第二版），Tan等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ISBN：

9787115241009。

2.参考资料

（1）《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第三版），Han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ISBN：9787111391401。

（2）《Python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第二版），张良均主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9，ISBN：9787111640028。

（3）《R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第一版），张良均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ISBN：9787111516040。

八、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总评成绩由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构成，它们各占 50%。期末考试采用

开卷、闭卷和研究报告等形式，平时成绩主要考核学生的出勤、回答问题和实验

报告等情况。

九、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高波

大纲审核人：徐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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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系主任：刘喜波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李红梅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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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技术》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086311 学分 3 总学时 48 实验学时 16

课程名称 数据挖掘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 Data Mining Technology

适用专业 统计学专业

先修课程

（7270501）概率论、

（7273201）数理统计、

（7303801）Python及其应用

开课部门 理学院统计学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见课程教学大纲

三、 实验的性质与任务

实验课是《数据挖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

他们认识数据挖掘模型的效果，促使学生运用这些模型解决他们关注的问题。

实验的任务是熟悉 R和 Python软件的程序结构，能够调用它们的包和函数，

编写完整的代码实现数据挖掘模型；可以输入或导入数据，解决调试代码时遇到

的问题；能够撰写实验报告，说明数据挖掘的过程和结果。

四、 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决策树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2 贝叶斯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3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4 支持向量机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5 集成分类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6 K均值等聚类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7

7 期望最大模型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8 Apriori算法实验 2 综合性实验

五、 实验安排与要求

实验课安排在模型的理论课后，理学院实验室或者其它小型机房。学生可以

使用实验室的电脑，也可以携带自己的电脑。

实验要求如下：

（1）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安全制度，树立优良学风；

（2）下载、安装 R或 Rstudio等编写 R代码的软件，Python、Anaconda、

Pytorch等编写 Python代码的软件；

（3）运用两种软件编写代码，完成每次课的数据挖掘任务；

（4）撰写实验报告，说明研究问题、数据来源、数据挖掘过程和结果等。

六、 实验教学与其它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实验教学是《数据挖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R程序语言》和《Python

及其应用》分别讲述 R程序和 Python程序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为本课程

的实验教学提供必需的知识基础。

七、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以学生为中心，设计科学的教学方案。

1. 要求学生通过网络课程等预习课程内容。

2. 每节课都重点讲解若干包和函数；巡查学生的代码调试结果，共同解决

他们遇到的问题。

3. 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研究热点问题，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八、 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

1. 实验教材

《Python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第二版），张良均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ISBN：9787111640028。

2.实验指导书

包括实验任务、实验步骤、实验报告等。

3.参考资料

《R数据分析与挖掘实战》（第一版），张良均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ISBN：978711151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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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实验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标准

实验考核是本课程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学生在每次课的出勤、

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等情况。

十、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高波

大纲审核人：徐礼文

开课系主任：刘喜波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李红梅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