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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数据预处理》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数据采集与数据预处理

课程英文名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preprocessing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06122178 课程学分 2 总学时数 32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其他

课程形态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课程论文 □课程作品 汇报展示 □报告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其他 （可多选）

开课学院 财经学院
开课

系(教研室)
金融系

面向专业 金融工程 开课学期 第6学期

课程负责人 审核人 余函

先修课程 python程序设计

后续课程 数据挖掘、数据挖掘实训等。

选用教材
大数据采集、预处理与可视化. 葛继科、张晓琴、陈祖琴.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年7月.

参考书目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林子雨.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年2月.

课程资源 www.python.org

课程简介

本课程详细阐述了大数据领域数据采集与预处理的相关理论和技术。课程内容

共8章，包括概述、大数据实验环境搭建、网络数据采集、分布式消息系统

Kafka、日志采集系统Flume、数据仓库中的数据集成、ETL工具Kettle、使用

pandas进行数据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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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表 2-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知识与理解：使学生掌握数据采集与数据预处理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包括数

据的来源、类型、结构等基础知识。理解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数据

预处理的重要性，包括数据质量、数据完整性和数据一致性等方面的考虑。

课程目标 2

实际操作与应用：通过实验和项目实践，使学生能够在实际场景中运用所学知识和

技能进行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操作，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具备分析和评估数据采

集与预处理结果的能力，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和优化数据采集和预处理策略。

课程目标 3
创新思维与问题解决：鼓励学生运用创新思维解决数据采集与预处理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探索新的方法和策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准确性。

表2-2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3：专业知识【M】
3.1：具备扎实的数学、计算机、统计学

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1

毕业要求4：专业能力【M】

4.3：能运用所学的经济学、金融学、

金融工程知识对经济环境进行分

析、预测，并能将其应用于今后的业

务决策中。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8：终身学习【M】

8.3：掌握反思方法，运用批判性思维方

法，对自身岗位实践、职业发 展中的

现实需要和问题进行探索实践。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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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一）理论学习内容及要求

表3-1 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模块 学习内容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方

法 学时

1 大数据概述

1. 了解大数据时代的特点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大数据相关概念及特征、

大数据思维

2、难点：大数据系统
讲授法 4

2. 理解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作用

3. 熟悉大数据系统

4. 具备大数据思维能力，了解大数据

伦理及安全

2
Python程序设

计

1. 使学生掌握Python的安装，熟练掌

握数据类型与运算符，熟悉程序控制

结构，熟练掌握函数与模块的应用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数据类型与运算符、程序

控制结构

2、难点：函数与模块、文件
讲授法

4

2. 掌握文件读写操作方法，为应用

Python程序设计语言进行数据采集、

预处理及可视化奠定基础。

3
大数据采集技

术

1、大数据采集概述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网络爬虫技术

2、难点：大数据采集平台 讲授法

4

2、网络爬虫技术

3、数据抽取技术

4、数据采集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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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数据预处理

技术

1. 数据预处理概述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数据清洗、数据集成

2、难点：数据归约、数据脱敏

讲授法

案例法

4
2. 数据清洗

3. 数据集成

4. 数据变换

5. 数据归约

6. 数据脱敏

5
Excel数据获

取与预处理

1. Excel数据获取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数据获取、数据清洗与转

换

2、难点：数据抽取与合并
讲授法

4

2. Excel数据清洗与转换

3. 数据抽取与合并

4. Excel数据获取与预处理综合实例

6
Python数据预

处理

1. Python数据预处理基础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数据的分组、分割、合并

和变形，缺失值、异常值和重复值处理

2、难点：文本数据分析
讲授法

6

2. 数据的分组、分割、合并和变形

3. 缺失值、异常值和重复值处理

4. 文本数据分析

7
数据可视化技

术

1. 数据可视化概述 课程目标

1、2、3
1、重点：Python数据可视化方法

2、难点：Pyecharts数据可视化方法

讲授法

案例法

6

2. 数据可视化的理论基础

3. Python数据可视化方法

4. Pyecharts数据可视化方法

2.apriori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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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同过滤（基于item）

3.使用NLTK进行文本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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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

表4-1 课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所属

学习模块/项目
考核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

目标 1

大数据概述 1

20% 开卷考试Python程序设计 2

课程

目标 2

Excel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5

50% 开卷考试
Python数据预处理 6

数据可视化技术 7

课程

目标 3

大数据采集技术 3
30% 开卷考试

大数据预处理技术 4

表4-2 课程目标与考核方式矩阵关系

课程

目标

考核方式

考核占比（此处需与上表基本一致）开卷考

试60%
课堂表

现10%
汇报展

示10%
作业完

成20%
课程

目标1 20% 20% 20% 20% 20%=60%*20%+10%*20%+10%*20%+20%*20%

课程

目标2 50% 50% 50% 50% 50%=60%*50%+10%*50%+10%*50%+20%*50%

课程

目标3 30% 30% 30% 30% 30%=60%*30%+10%*30%+10%*30%+20%*30%

评分依据：

（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25分）：通过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情况，来评价学生对相关的

知识的掌握水平。

（2）作业完成（50分）：围绕课程的学习目标进行作业的设计，通过课后练习的

形式给予一定的评价，训练学生的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

（3）汇报展示（25分）：通过学生对自行设计的程序进行展示，来评价学生对相

关知识的应用能力。

2.期末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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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主要考察学生对机器学习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与运用

等，考核内容为教学大纲所要求内容，重点考察学生的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基础知识的

掌握。要求学生掌握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python等工具

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方式为开卷考试。

3.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100%）=平时成绩（40%）+期末成绩（60%）

（三）评分标准

表5 评分标准（非试卷考核项目）

考

核

项

目

评分标准

优秀
(100>x≥90)

良好
(90> x≥80)

中等
(80> x≥70)

及格
(70> x≥60)

不及格
(x <60)

作

业

完

成

（1）按时全部完

成很好（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正确

（40%）

（1）按时完成

较好（40%）

（2）书写工整

（20%）

（3）答案大部

分正确（40%）

（1）按时全部

完成一般

（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

正确（40%）

（1）按时完成

大部分作业差

（40%）

（2）书写一般

（20%）

（3）答案基本

正确（40%）

（1）不能按时

完成（40%）

（2）书写潦草

（20%）

（3）错误较多

（40%）

课

堂

表

现

（1）课堂主动回

答问题、回答正

确，且能进行解释

（50%）

（2）提问、讨论

发言观点正确，问

题有深度、有创新

（50%）

（1）课堂主动

回答问题，回

答正确，但解

释欠清楚

（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正

确，但问题无

深度或无创新

（50%）

（1）课堂回答

问题大部分正

确，且不能解

释（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基

本正确，但问

题无深度、无

创新（50%）

（1）课堂测

验、回答问题

错误率在

30~50%之间，

且不能解释

（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有

部分错误

（50%）

（1）课堂测

验、回答问题

错误率超过

50%，且不能解

（50%）

（2）提问、讨

论发言观点错

误，思路不清

晰，逻辑不严

密（50%）

汇

报

展

示

（1）汇报学生亲切

大方,语言有感染

力，语言简洁易

懂，无口头禅；抑

扬顿挫，富有节奏;

肢体语言运用适

当。（20%）

（1）汇报学生

亲切大方,语言

较有感染力，语

言较简洁易懂，

语言节奏感较

强;肢体语言运

用较适当。

（1）汇报语言

感染力及语言简

洁度一般，语言

节奏一般;肢体

语言运用一般。

（20%）

（2）课件制作

（1）汇报学生

语言有感染力

较差，语言不

够简洁，肢体

语言运用不够

适当。（20%）

（2）课件制作

（1）汇报学生

没有语言有感

染力，语言不

简洁易懂，肢

体语言运用不

适当。（20%）

（2）课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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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件制作精

美，汇报逻辑性

强，过渡自然,注重

语言运用能力的培

养。所呈现的容量

和难度恰当。讲授

的知识观点正确，

无知识性错误,份量

适中。（50%）

（3）学生参与度

高，活动积极，思

维活跃，情绪饱满,

注意力集中。按时

完成汇报任务

（30%）

（20%）

（2）课件制作

较好，汇报逻辑

性较强，语言运

用能力较强。所

呈现的容量和难

度适当。讲授的

知识观点正确，

无知识性错误,

份量适中。

（50%）

（3）学生参与

度较高，情绪较

饱满,注意力比

较集中。按时完

成汇报任务

（30%）

一般，汇报逻辑

性不强，所呈现

的容量和难度恰

当。讲授的知识

观点基本正确，

全面掌握知识能

力不够,份量适

中。（50%）

（3）学生参与

度一般，思维较

活跃，注意力集

中度一般。按时

完成汇报任务

（30%）

粗糙，汇报逻

辑性较差，所

呈现的容量和

难度不够恰

当。讲授的知

识观点不完全

正确，部分有

知识性错误。

（50%）

（3）学生参与

度较差，活跃

度差，情绪不

够饱满,注意力

不够集中。基

本能完成汇报

任务（30%）

差，汇报逻辑

性差，所呈现

的容量和难度

不恰当。讲授

的知识观点不

正确，有知识

性错误,

（50%）

（3）学生参与

度差，未按时

完成汇报任务

（30%）

五、其它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金融系讨论制

定，财经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自2023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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