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考试大纲（试行） 

（2019 年版） 

一、考试性质 
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市高校统一的教学考试，

是检测和评价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该项考试旨在规范和加

强上海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对象主要是上海市高

等学校学生，每年举行一次，通常安排在当年的十月下旬、十一月上旬的星期六或星期日。

凡考试成绩达到合格者或优秀者，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相应的证书。 

本考试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考试委员会，委托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组织实施。 

二、考试目标 
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主要考核学生的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考核学生对数据科学工作流程的理解，应用探索性分析、

可视化分析、建模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的综合能力；考核学生对人工智能常用方法的

基本原理和特点的理解，结合领域需求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应用系统的综合能力。考

试内容涵盖从相关理论知识到基本方法的应用实践，要求学生具有应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决策建议的能力。 

三、考试细则 
1. 考试时间：150分钟。 

2. 考试方式：考试采用基于网络环境的无纸化上机考试。 

3. 考试环境： 

1）上海市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通用平台。 

2）可选开发语言：Python、MATLAB、R。 

具体软件及版本环境： 

 Anaconda 3.5.1 以上（Python 3.X）并安装 Keras  

 MATLAB 2017b 以上 

 RStudio 1.2（R3.2.5 以上）并安装 Keras 

四、试卷结构 
试卷总分为 100 分，由基础知识方法以及综合应用实践两部分组成。 

基础知识方法：60 分，考生需完成一个可选模块和一个必选模块。可选模块一是数据

分析基础模块，题型为程序填空题；可选模块二是人工智能基础模块，题型为选择题和填空

题；必选模块题型为选择题。 

综合应用实践：40 分，分析和解决 1~2 个实际应用问题，题型包括论述题和编程题。  

 

 



考题类别 内容 题型 分值 

基础 

知识 

方法 

可选模块一 

数据分析基础 

多维数据结构与运算 程序填空题 12 

数据统计与可视化数据探索 程序填空题 38 

可选模块二 

人工智能基础 

人工智能概述及传统方法 选择题 填空题 30 

机器学习常用算法 选择题 填空题 20 

必选模块 

常用信息处理方法 

文本理解、图像理解、声音识别

等，AI 服务应用 
选择题 10 

综合 

应用 

实践 

必选模块 

机器学习建模分析 

根据问题目标选择合适的数据分

析及人工智能方法，提出分析处

理过程或智能算法；或根据给定

数据集，提出分析目标和给出实

现方法 

论述题 

（方法建模） 
5 

编写程序，分析和处理数据集合，

应用机器学习常用算法解决实际

问题 

编程题 

（应用实现） 
30 

对算法实现结果和应用进行分析

说明 

论述题 

（结果分析） 
5 

总分    100 

五、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内容 

数据分析基础（可选模块一） 

1．数据科学概述 

 数据科学的工作流程 

 大数据技术 

 数据分析工具 

2. 多维数据结构与运算 

1）多维数组 

 创建多维数组对象 

 数组元素切片、筛选 

2）多维数组运算 

 基本算术运算、函数与矩阵运算 

 随机生成函数 

3.  数据汇总与统计 

1）数据文件读写 

 CSV、txt、Excel 文件的读写 

2）数据清洗和规整化 

 数据筛选 

 缺失、重复数据处理 

 数据合并 

 数据排序 

3）统计分析 

 统计的基本概念、常用统计量的意义 

 常用统计函数 



4. 可视化数据探索 

1）常用可视化分析图形 

 散点图、柱形图、饼图、直方图、概率密度图、箱形图、折线图、半对数

图 

2）绘图 

 创建图形对象、绘制图形 

 绘制子图 

 图元设置 

 图形文件保存 

人工智能基础（可选模块二） 

 

1．人工智能概述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 

 人工智能的典型任务 

 人工智能的技术体系 

2．基于知识推理的智能系统 

 专家系统 

 知识表示：产生式、语义网络 

 知识图谱 

3．基于搜索的智能系统 

 启发式搜索：启发函数、贪婪最佳优先搜索、A*搜索 

 对抗搜索：估值决策、最小最大值搜索、Alpha-Beta 剪枝搜索 

 蒙特卡洛树搜索 

4．基于仿生算法的智能系统 

 常用仿生算法 

 基因遗传算法：算法原理、算法流程 

 群智能算法：粒子群算法、蚁群算法 

5．机器学习常用算法 

 内容参见机器学习建模分析模块 

 

机器学习建模分析（必选模块） 

1．机器学习基础知识 

 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 

 训练集、测试集、划分方法 

 机器学习性能评估 

2．有监督学习 

 回归分析任务，线性回归分析 

 分类分析任务，决策树、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 

3．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目标、聚类方法性能评估 

 K-Means 聚类、层次聚类 

4．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 

 感知器、前馈神经网络结构 

 神经网络分类 

 深度学习基础知识 

 深度学习框架和工具 

4. 领域应用实现 

 社会各行业和领域数据的建模分析 



常用信息处理方法（必选模块） 

1. 文本理解 

 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知识 

 中文文本处理步骤：分词、词性标注、特征提取、语言表示模型 

 文本分类 

2. 图像理解 

 数字图像表示方法 

 图像数据存储 

 图像分类和识别 

3. 语音识别 

 语音数据表示 

 语音识别的基本方法 

4. 时序数据分析 

 时间序列数据的特征提取 

 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方法：ARMA 和 ARIMA 

5. AI 服务应用 

 其他常用信息的处理方法及应用 

 理解和调用 AI 开放平台提供的相关服务实现智能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图

像、语音、文本、知识图谱等 

（二）考试能力要求 

1． 掌握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工作流程和应用特点，具有将数据科学

和人工智能方法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2． 掌握数据科学中问题提出、数据收集、数据探索、数据建模的基本方法，具备

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进行数据收集和探索的能力。 

3． 掌握人工智能常用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特点，具备结合领域知识选择合适方

法对任务进行数据建模、分析和给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4． 掌握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和相关的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方法库，具备采用编程语

言实现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对算法的实现结果进行分

析解释的能力。 

5． 了解文本、图像、语音、时序数据等常用信息的处理方法和常用技术，具有提

出应用场景需求，调用 AI 开放平台提供的相关服务实现有关智能应用的能力。 

 

六、说明 
1. 建议学时数：48 学时。 

2. 参考教材： 

1）《数据科学技术与应用》（宋晖、刘晓强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 

2）《人工智能导论》（王万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3. 先修课程：任意一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