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素质选修课课程教学大纲

【R 与 Python 数据分析基础】

【Fundamental to R and Python Programming Data Analysis 】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不限】

课程性质：【综合素质选修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使用教材：

教材：【】

参考书目

【数据可视化分析——基于 R 语言（第 2 版），贾俊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5 月】

【Python 程序设计（第 3 版 微课版），董付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6 月】

课程网站网址：

先修课程：无

二、课程简介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都是经典数据科学方法处理语言，通过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的学习，

可以极大优化理工科，人文社科类学生知识结构，重构数据科学方法思维。同时通过学习 R 语

言与 Python 语言在数据科学方法中的数据处理技术，为学生后续学习提供一项数据处理必备技

能。

本课程在注重数据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精选国际教材、国外著名高校的案例数据，采用开

源软件包的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编写程序，而练习案例则尽可能结合中国实际，采用国家、地

方统计局、高校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数据科学建模，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程序编写，对实际问题

进行探索性发现。

在教学中，根据非统计专业选修课的特点，课程突出数据科学在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强

调案例演示的数据可视化技术，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可阅读性。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和年级。

四、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的语法规则、数据结构、数据清洗、数据变换、数据整合、数据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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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数据建模的学习，较好地训练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展现，使学生具有数据

分析和数据展现的能力，未培养学生有初步数据开发能力打下良好基础。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

的语法规则、数据结构、数据清洗、数据变换、数据整合、数据可视化、数据建模的学习，较好

地训练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展现，使学生具有数据分析和数据展现的能力，未

培养学生有初步数据开发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五、课程内容

第一单元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基础知识

（一）课程主要内容

本单元主要介绍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的基础知识。要求掌握如何搭建不同操作系统下的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不同版本的编程环境，了解安装过程中的陷阱和关键点。掌握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变量、简单数据类型的定义，着重理解并掌握数组、向量、矩阵、数据框、因子、列表等重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掌握 R语言与 Python开

发必备的基础知识。包括

环境搭建、数据结构、数

据 输 入 与 导 出

（TXT,CSV）。

2.掌握基本描述统计和简

单假设检验。

3.掌握基本图形、中级图

形 的 理 解 与 R语 言 与

Pythno语言上编程作图。

1
LO311

编程实现：

使用R语言

与 Python

语言环境，

掌 握 程 序

示例，理解

R语 言

Python语

言 的 基 本

语法。
4.不同领域库的介绍及使

用

案例教学、任务引领、

练习实践

实作评价、

测试等

1.R语言与 Python安装及

图表制作开发
自主学习、实践 资料汇总

2 LO514

了 解 在 不

同 应 用 场

景 下 如 何

使 用 该 语

言。

2.综 合 运 用 R语 言 与

Python语言编程技巧，根

据个人兴趣点，自行收集

数据、整理数据、展示数

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

价值。能够正确合理使用

R语言实现数据分析，并将

此案例整理成数据分析报

告。

自主学习、实践
大作业、作

品展示



要的数据结构。掌握对这些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数据结构的操作和处理方法。了解并掌握 R 语

言与 Python 语言编程规范、用户输入和程序设计结构、函数编程技巧（参数传递各类方法、将

函数存储在模块中等）和函数编写指南。

（二）教学建议

本单元重点：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编程开发环境搭建和重要数据结构。

本单元难点：数组、向量、矩阵、数据框、因子、列表等重要数据结构，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函数参数的传递（传递实参、列表、任意数量实参），以及对数组、向量、矩阵、数据框、

因子、列表的数据操作技巧。

教学建议：本单元操作内容较多、实践性较强，建议结合课中实例和课后习题，讲练结合，

互动交流，使学生通过多动手编写代码，建立感性认识，从而更熟练和深入地理解R语言与 Python

语言编程规范和基本方法。

第二单元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一）课程主要内容

本单元主要介绍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的统计分析功能、绘图的语言和操作环境。要求掌握

成分关系图表（柱图、饼图）、对比关系图（时序图、折线图、面积图）、相关关系图表（散点

图、气泡图）、多维比较图表（雷达图、圆环图）。熟练掌握散点点图、折线线图、直方图、饼

图、柱状图、箱线图、密度图、直线图的绘制方法。理解 ggplot2 图层绘图原理，并熟练使用 ggplot2

绘图。

（二）教学建议

本单元重点：理解并掌握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的统计分析功能以及各种图表的绘制方式。

理解 ggplot2 图层绘图原理，并熟练使用 ggplot2 绘图。

本单元难点：理解 ggplot2 图层绘图原理，并熟练使用 ggplot2 绘图。

教学建议：本单元理论知识较多，建议适当采用课堂讨论，对于较抽象的理论知识结合课

中及课后习题进行讨论、分析、进一步加深理解。课堂和课后多以教学实例阐释概念，多通过讲

解代码印证理论。

第三单元  项目和专题

（一）课程主要内容

本单元主要通过几个示例项目介绍使用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编程基础知识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可视化处理、应用开发的基本方法，另外通过一个网络爬虫的专题，介绍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进行网络数据爬取和数据分析的基本实现路径。要求同学们在掌握前续第一、第二单元知识



的前提下，实现几个统计专题的开发，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实现简单数据可视化项目。在最后

的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爬虫算法专题中，介绍当前热门的爬虫算法和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方法，

作为知识的扩展与延伸。

（二）教学建议

本单元重点：完整统计专题/数据可视化/应用项目的开发，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网络爬虫算

法和数据分析方法。

本单元难点：完整项目的构思、版本控制和实现，数据可视化中 ggplot2 包的使用，R 语言

与 Python 语言爬虫框架的熟悉，网络爬虫算法及数据分析模型。

教学建议：本单元动手内容较多、实践性较强，建议结合具体项目，讲练结合，互动交流，

以 Seminar 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分享和讨论的形式，综合运用前续课堂教授的知识，从整

体上切实掌握 R 语言与 Python 语言在某些领域的开发方法，提升同学们创造性的编程能力。

六、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适用于课内实验）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开发环境搭

建

学会在不同操作系统下面搭建和配

置 R语言与 Python语言开发环境，

编写第一个简单的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程序，体验 R语言与 Python语

言代码的运行。

2 设计型

PC机每人 1台；

各类 OS环境下的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软件和开发

工具。

2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程序实例解

析

R语言与 Python语言编程初体验，

通过温度转换实例、R语言与

Python语言程序的结构框架、相关

语句和编程结构。

4 设计型

PC机每人 1台；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开发环境。

3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基本数据类

型和复杂数据结

构

掌握 R语言与 Python语言变量命名

和基本数据类型，掌握字符串、数

字类型的处理技巧，尤其要掌握数

组、向量、矩阵、数据框、因子、

列表等数据结构的操作。

4 设计型

PC机每人 1台；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开发环境。



4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图表设计与

输出

掌握 R语言与 Python语言中条形图

（简单的条形图、堆砌条形图和分

组条形图、均值条形图、条形图的

微调、棘状图）、饼图、直方图、

核密度图、箱线图、小提琴、点图，

以及散点图（散点图矩阵、高密度

散点图、三维散点图、气泡图、相

关图、马赛克图）、折线图、相关图、

马赛克图。

4 设计型

PC机每人 1台；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开发环境。

5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应用场景知

识拓展

学会通过利用第三方库，编写统计

图、科学计算和可视化、网络爬虫

和自动化等应用（可根据个人爱好，

选择一至二个实现，学有余力者可

完成多个）

4 设计型

PC机每人 1台；

R语言与 Python

语言开发环境。

   七、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彭青松            系主任审核签名：戴智明 
审核时间：2023.2.18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论文 50%

X1 课堂学习 10%

X2 章节测验 20%

X3 课外扩展阅读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