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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数据挖掘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智能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数据挖掘作为统计学与信息技术交叉领域的重要课程，其核心目标是从海量数据

中提炼价值、服务决策。数据预处理作为数据挖掘的首要环节，包含数据清洗、

集成、转换、归约等环节，其严谨性与规范性不仅是技术需求，更是科学精神与

职业素养的体现。数据预处理约占整个流程 70%，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后续模型的

可靠性与应用价值。本教学案例以“数据预处理”为切入点，立足专业教学与思

政教育同向同行的理念，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旨在培养兼具专业技能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数据人才，为武陵山区及湖北省培养一批“下得

去、用得着、留得住”的高素质应用型统计人才。 

一、课程基本信息 

《数据挖掘》是统计学专业数据分析方向的必修课，是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

大三下学期开设，合计 48 学时（理论 40 学时+实验 8 学时），计 3 学分。全课

程包含数据预处理、分类算法、聚类算法、关联性分析及综合案例分析等教学板

块，数据预处理在整个数据挖掘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本案例以《数据挖掘》中“数据预处理”技术为切入点，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结合湖北民族大学“立足湖北、面向西部、辐射全国、服务基层”的办学

定位，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数据预处理全过程，构建“技术实践+价值引领”双线



并行的教学模式。设计上紧扣数据清洗、集成、归约、隐私保护等核心环节，挖

掘各核心环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的内在关联，具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在数据清洗环节，通过剖析“篡改数据导致决策失误”的真实案例（临汾环境

数据造假案），引导学生理解“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与学术诚信的重要性；在数

据集成环节，以恩施统计年鉴为实践背景，模拟多源数据标准化流程，强化规则

意识与法治观念，延伸至社会治理中“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深刻内涵；针对数据归

约技术，结合乡村振兴中的高维数据分析需求，组织学生开展“降维技术助力产

业增效”项目实践，感悟“技术报国”的责任担当；在隐私保护教学中，引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条款，深化技术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图 1 “技术实践+价值引领”模式下数据预处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教学实施采用“案例剖析—项目驱动—反思内化”路径，融入校企协同（如

邀请咸丰统计局进行《统计法》专题讲座）、小组讨论等多元形式，将知识考核

与思政素养评价结合，通过实践报告、课堂表现、社会服务成果等维度评估学生

价值观内化成效，最终培养兼具数据求真能力与技术向善信念的新时代人才，为

武陵山区数据赋能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案例教学目标 

本案例以数据预处理技术为核心载体，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

足学校办学定位，构建“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通过数据清洗、

集成、归约及隐私保护等核心环节的实践与反思，着力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精神、



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兼具数据挖掘专业技能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技术人才。 

在知识层面，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数据预处理的原理与方法。理解数据清洗（如

缺失值处理、异常值识别）、数据集成（多源数据标准化）、数据归约（降维与

特征选择）及隐私保护（数据脱敏）的技术逻辑，夯实数据挖掘的实践基础。 

在能力层面，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及能力。通过恩施地区真实数据

剖析与实践（部分生态价值核算数据），强化学生在数据异常检测、标准化制定、

高维数据优化中的技术敏感性与创新思维，提升学生运用预处理技术解决复杂问

题的思维与能力。 

在价值引领层面，深度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责

任感。其一，以数据清洗中“去伪存真、异常数据识别”的操作为切入点，结合

学术造假案例的反面警示，强化学术诚信与实事求是的科研伦理；其二，在数据

集成与规范化教学中，深化规则意识与法治观念，理解“数据治理”与社会治理

中“规则共建”的共通性；其三，依托数据归约技术对恩施地区特色产业数据的

优化实践，感悟“技术降本增效”与国家“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刻

联结，激发“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其四，在隐私保护环节引入《个人信息保护

法》、《统计法》专题介绍，明确数据工作者、统计工作者的法律边界与道德责

任，筑牢“技术向善”的职业信念。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本案例采用“三阶递进”教学流程，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紧密衔接技术实

践与价值塑造。课前准备阶段，精选本土化案例（恩施州生态价值核算、乡村振

兴、恩施旅游数据），设计“数据真实性核查”“有效性验证”等任务清单，挖

掘数据预处理的思政元素、学生分组预习预处理技术原理并摘选《统计法》部分

内容，奠定“技术+法治”双重视角。教学实施阶段，分四步推进：首先、通过

反面案例警示导入，引发学生对数据真实性与社会后果的深度思考。其次、实现

技术实践与思政映射，在数据清洗环节，指导学生运用箱线图、聚类法等识别异

常数据，发现篡改痕迹，同步开展“若数据失真，模型何以向善”主题讨论，强

化学术诚信。在数据集成中，模拟恩施州旅游与农业多源数据整合，引导学生制

定标准化规则并撰写数据安全实验报告，深化规则意识。然后、以“武陵山区特



色药材数据、恩施旅游数据、乡村振兴第三方评估数据、恩施生态价值核算部分

数据进行降维优化”为实践项目，联合地方企业提供真实数据，要求学生完成高

维数据精简报告并提出“技术赋能产业振兴”可行性建议，培养统计学专业学生

家国情怀；最后、进行教学反思，邀请部分同学分享课程感悟。教学评估环节，

构建“技术能力+思政素养”双轨评价体系：技术层面通过预处理代码提交、数

据报告质量评分、章节测试完成，评价学生对数据预处理理论方法的掌握情况；

价值观层面通过课堂表现、实践报告思政反思评价及学生完成的案例分析报告评

估综合构成，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本案例实施成效较为显著，学生专业能力与思政素养实现“双提升”。成效

方面，课后习题、专题报告、实验报告显示大部分同学对理论知识掌握好。课堂

讨论显示，大部分同学对社会热点展开理性分析，体现责任意识的内化。课程结

束后通过访谈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学生认为“数据真实性关乎社会公正”的意识

显著增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技术环节部分思政元素挖掘不足，如数据

离散化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其次本土案例覆盖面较窄，文旅、经济领域数据

场景开发滞后。改进方向一是深化与武陵山区文旅局的合作，开发“旅游景区客

流数据治理”“生态监测异常值分析”等新案例，增强思政教育的场景适配性。

二是搭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将学生优秀报告、企业评价、数据造假案例视频

等素材系统化，供后续教学迭代优化。未来将以“技术向善”为核心，推动思政

教育与行业需求深度耦合，为西部地区培养兼具匠心和情怀的统计学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