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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数据的重要性在各行各业 、

各个层面上越来越凸显 ， 而
“

大数据
”

（
Ｂ ｉｇ

Ｄ ａ ｔａ
）
这个词 也进入 民众的视 野之中 。

需要 明确的是 ， 大数据并不等同于
“

数据

大
”

。 数据大仅概括了大量的数据 ， 而大数

据则包含更为深远的意义 。 与传统数据相

比 ， 大数据在容量 、 来源 、 真实性和复杂性

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 。 大数据之
“

大
”

， 并不仅在于容量大 ， 其更为重要的

意义在于
：
人类可以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大

量增加 ， 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 、 整合和分

析
，
人类可以发现新的知识 ，

创造新的价

值
， 带来

“

大知识
” “

大科技
”“

大利润
”

和
“

大发展
”？

。 英国计算机科学家 、 万维网之

父蒂姆
？

伯纳斯
？

李曾经说 ：

“

数据是宝责

的 ， 它的生命力比收集它的软件系统还要

持久 。

”？
如何运用原始数据在统计之外进

行分类和归纳 ，
总结并发现症结

， 是亟待

解决的主要问题 。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２月 ７日至８日 ，
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 教育强则国家强 ， 高等教育发展

水平是
一

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

要标志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教育的

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ｄ乍为输送人才的重

要节点 ，
如何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 提高人

才培养水平
，
是高等院校亟待解决的核心

问题 。 与综合类院校相比 ，
艺术类院校有

着显著的不同 。 从招生录取 、 授课方式 、 学

习过程等方面
，
艺术类院校都具备自身的

特殊性
， 而这种特殊性建立在实践性的基

础上 。 从参加专业考试 ， 到录取之后小班

授课 ， 甚至
一

对
一

授课 ， 再到课后大量的

技能 、 技巧练习
，
都与综合类院校统一划

线 、 整班授课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 因此 ， 要

做到在坚持 自身人才培养特色的基础上保

障教学质量 ， 就必须与时俱进 ， 探索适应

艺术类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 艺术院

校教学质量保障措施在实施过程中 ， 应与

综合类院校有所区别和侧重 ，
建立状态数

据库 ，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发掘问题和整合

资源 ，
完善内 外部监控 ，

并做到在艺术院

校招考火爆的情况下 ，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

使之形成
一

个良性循环。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０月 ， 教育部在文件 《教育部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

见 》 （
教高

［
２０ １ １

］
９号

）
中

，
就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提出相关意见。 在本科

教学评估的主要内 容和基本形式 中
，
着重

强调了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的重要

性ｄ意见 》 提 出 ：

“

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 ， 采集反映教学状态的基本数据 ，

建立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

高等学校对数据库数据要及时更新 ， 及时

分析本科教学状况
，
建立本科教学工作及

其质量常态监控机制 。

”

２ ０１ ４年 １ １ 月 ， 江

苏省教育厅在文件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

知 》 （
苏教高 ［

２０ １ ４
］
１ ５号 ）

中
， 也将 《教学

基本状态数据报告 》 纳入江苏省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办法
（
试

行
）
中 。 由此可见

， 国家对数据在反映情

况 、 突 出问题 、 强化管理等层面上的作用

非常重视 。

不论是从国际或是国 内 范围来看 ， 建

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大势所趋 。 国

际上 ， 尤其是欧美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成

熟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 目前 ，
教育

评估是世界许多国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

有效手段 。 我国的评估工作始于 １ ９ ９４年
，

２０ ０３年教育部明确提 出
“

五年
一

轮
”

的普

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２０ １ ４

年在全国范围 内推 出审核评估 。 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常态检测作为中 国特色高等教育

教学评估制度体系的五项内容之
一

，
在质

量监控与保障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 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 ，
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基

本状态数据 ， 实现本科教学常态化监控已

经是势在必行。

大数据有四 个特点 ， 数据体量巨大

（ Ｖｏ ｌ ｕｍ ｅ ）
、 数据类型繁多

（
Ｖａ ｒ

ｉ

ｅ
ｔｙ ）

、

处 理 速 度 快 （
Ｖ ｅ ｌ ｏ ｃ ｉ ｔ ｙ ）

、 价 值 高

（ Ｖａ
ｌ ｕｅ

） 。 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本科教学

状态数据库应充分利用这四个特点 。

艺术视角

艺术院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
的分析与应用
文 ／ 朱天

【 内容摘要 ］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建立是

新
一

￥仑评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的重大改进 ，

是建设我国高等教育质置保障体系的重要内

容 。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 高等学校在信息化

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数据 ， 把分析各项数据

作为教学质量监控的新抓手 ， 有助于从新的

分析角度重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 也有助于

将新时代的数据分析手段与加强教学管理相

结合 ， 从而实时 、 准确地发现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 最终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 目的 〇

【 关键词 】艺术院校 本科教学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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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５

一

、 数据体量巨大

教育部数据显示 ，
２ ０ １ ７届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７９５万人 ， 比２０ １ ６年多 出 ３０万 。

自 ２００ １年开始 ，
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一路

上升 ， 到２ ０１ ７年共增加了 ６８ １万人
， 增长

率接近 ６ ００％ 。 ２０ １ ６年４月 ， 教育部高等

教育教学评估中 心发布了 中 国高等教育系

列质量报告
，
其中 《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

告 》称 ，

２０ １ ５年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达到

３７００万人 ，
位居世界第

一

； 各类高校２ ８５２

所 ， 位居世界第二 ；
毛入学率４０％

，
高于

全球平均水平 。 预计到２ ０ １ ９年
，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将达到 ５０
°
／。以上

，
中国将进入高

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在髙校飞速发展 的大

背景下 ，
艺术类院校也在同步发展中 。 其

报名数量每年都呈增加之势 ， 加之综合类

院校纷纷开设艺术类专业方向 ，
全国艺术

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的艺术类专业的招

生人数大幅增长 。 每年仅毕业生及在校生

人数就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据 ， 更不用说

在学生入学 、 教学管理 、 后勤保障 、 师资队

伍等方面产生的数据量 。 目前正值高校信

息化建设时期 ， 学生在网上注册 、 网 上选

课 、 在线缴费 、 食堂刷卡用餐 、 图书馆刷卡

借书 、 各种奖项评定 、 各类论文发表等方

面产生的各项数据都将被记录下来 ， 最终

统计并汇总在基本状态数据库中 ， 形成学

校的数据基础 。 这是
一笔无形的财富 ，

只

要善加利用 ， 师生以及学校本身都将从中

获益 。

二 、 数据类型繁多

作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包含从各个

方面收集 、 统计的高等院校教学 、 生活 、 后

勤等数据 。 可以看 出 ， 其设计建立茌为学

校服务的基础上。 基本状态数据从内 容上

分为学校基本信息 、 学校基本条件 、 学科

专业 、 教师信息 、 人才培养 、 学生信息 、 教

学管理与质量监控 ７大类共 ７８张表格 ， 相

当全面地涵盖了高校办学 、 教学的各个方

面 。 与传统单
一

的数据采集不同 ， 基本状

态数据更加重视数据之间的关联性 。 因此 ，

在表格的设计方面
一

环扣
一

环 ，

一

个数据

的误差就有可能导致数张表格之 间的断

裂
，

从而无法导入数据库 ，

也从根本上保

证了数据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有效性 。 学

校每时每刻都产生着大量数据 ，

自 １ ９９９年

高等院校扩招以来 ， 学生规模的高速增长

带来了
一

系列的影响 ，
学校纷纷扩建一个 、

乃至数个校区
，

也 出现了教师队伍增长跟

不上学校发展规模的情况 ， 这
一

切变化都

能够从数据中找到缘由 。 尽管数据总结体

现的是过去发生的情况 ，
但其指 向性落点

在未来 。 重要的是 ， 根据已产生的数据得

出结论
，

有助于分析并推导出将来髙等院

校应当如何发展 。

“

大数据时代 ， 数据治国

更关注的是动态的数据 、 系统化的数据 ，

以不间断
‘

流
’

的形式存在的 、 成 片的 、 活

的数据
，
它们应该成为公共决策的资源为

政府和社会所广泛使用 。

” ％

三 、 处理速度快

数据的搜集与整理不是 目 的 ，

而是手

段 。

一

年 、 两年的数据 尚可以说具有断裂

性 、 偶发性的特点 ， 但
一旦通过大量 、 系

统 、 长期的数据积累
，
形成常态化的数据

监测 ， 便能够从中 发现其规律 、
稳定 、 相互

联系的发展趋势 ，
从而对未来的发展形成

预判 ， 缩短相关问题处理的时间 。 因此 ， 想

要充分发挥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优

势
，
就必须坚持长期 、

有规律的数据采集 。

在高校中 ， 与问卷调查 、 开会座谈等传统

的信息收集方式不同 ，
大数据的采集

一个

明显的优势在于同步性 ， 即能够记录即时

发生的情况 ， 尽早进行分析与处理 。 通过

对学生相关数据的掌握与了解 ， 以选课数

据为例
，
能够优化课程开设情况 ，

节约师

资与教室资源 ； 通过对毕业数据的了解 ，

高校能够更 加直接地了解社会需求情况 ，

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与实践 ， 提高人才培

养与钍会需求的契合度 。 目前 中 国 １ ００％

的高校都已接入互联网 ， 其中４０％的互联

网出 口速率在干兆以上 。 另外
，

各类信息

系统及数字资源的开发也已初具规模 。 高

校信息化教学系统的覆盖率达到 ９８％
，
信

息化管理系统 占 ９５ ． ３％
， 信息化科研系统

占８４ ．４％ 。 如此有利的条件使数据的 即时

分析成为可能 。

四 、 价值高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正是将大数据

理论付诸实践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
， 不

仅有利于高效的信息化管理 ， 而且有利于

凸显艺术院校的办学特色 。 艺术类院校的

人才培养更加侧重技能 、 技法的训练
，
强

调 社会实践 ， 与综合类院校的学生相比 ，

艺 术类院校的 学生更为活跃 ，
参加 各类

社会活动更加丰富 ， 如各级演出 活动 、 展

览 、 策划 、 设计等 ， 无不需要大置的实践

课程作为后盾 。 而相关数据在基本状态数

据库 中能够得到反映 ， 从而有效推动教学

改革 。 通过对学生个人信息的全面掌握
，

有利于学校开展个性化教学 ， 教育方式从
“

大锅饭
”

向
“

自助餐
”

转化 ， 更加有利于

人才培养 。

本 科教学基本状 态数据共分 自 然年

（
指自然年度

， 即上年的 １ 月 １ 日至 １ ２月 ３ １

曰
）

、 学年
（
指教育年度 ， 即上年的９月 １ 曰

至本年的８月 ３ １ 曰
） 和 时点 （

指统计数据

的截止时间 ， 即当年 ９月 ３ ０ 曰 ） 三个 时间

节点
，
通过分层次 、 分级别地统计７个方面

的数据 ， 最终形成以学生发展和学校内涵

建设为 中心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

报告
， 覆盖学校的方方面面。 根据审核评

估的要求
，
分析报告 旨在以数据为依据 、

以事实来证明 ， 通过真实数据反映具体情

况 。 在这个层面上 ， 基本状态数据无疑为

高等院校做了常态化私人订制的全身检

查 ， 通过 由表及里地对高校 人才培养进行

扫描
，
使高校对 自身的了解更加透彻 ，

使

今后的发展更加明朗 。 只有全面了解自身 ，

才能将优势资源最大化 ，

从而形成 良性循

环 ， 促进高校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

结语

大数据时代的教学质量常态监控将更

加倚重数字化 、 信息化的采集 、 分析和管

理
， 学校办学理念的提炼 、

发展规划的制

定 、 办学模式的形成 、 教育评价的完善等

方面都源于各种数据和信息的挖掘 、 积累

与整合
，
并通过数据可视化的形式加以体

现 。 学校拥有大量的教学 、 科研 、 管理等数

据
，

而数据资源将成为稳定本科教学重心 、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 保障本科人才培养的

后备力量 。

（ 注 ： 本文为校级课題 ， 课题名称
“

艺术院校

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分析 ４应用
”

， 课题编

＾
＊

： ２０１５ＪＹＹＢ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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