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汇总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那么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篇一

如今说起新媒体和互联网，必提大数据，似乎不这样说就out
了。而且人云亦云的居多，不少谈论者甚至还没有认真读过
这方面的经典名著——舍恩佰格的《大数据时代》。维克
托·迈尔舍恩伯格何许人也？他现任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
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信
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他的咨询客户包括微软、惠普和ibm
等全球企业，他是欧盟互联网官方政策背后真正的制定者和
参与者，他还先后担任多国政府高层的智囊。这位被誉为：
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的牛津教授真牛！那么，这位大师说
的都是金科玉律吗？并不一定，读大师的作品一定要做些功
课才好读懂，才能能与之进行一场思想上的对话。

舍恩伯格分三部分来讨论大数据，即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
管理变革。

在第一部分”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中，舍恩伯格旗帜鲜
明的亮出他的三个观点：

一、更多：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

二、更杂：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

三、更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对于第一个观点，
我不敢苟同。



我曾与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教授讨论过。祝教授是传播学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的专家，他认为一定可以找到一种数理
统计方法来进行分析，并不一定需要全部数据。联系到舍恩
伯格第二个观点中所说的相关关系，我理解他说的全体数据
不是指数量而是指范围，即大数据的随机样本不限于目标数
据，还包括目标以外的所有数据。我认为大数据分析不能排
除随机抽样，只是抽样的方法和范围要加以拓展。

我同意舍恩伯格的第二观点，我认为这是对他第一个观点很
好的补充，这也是对精准传播和精准营销的一种反思。”大
数据的简单算法比小数据的复杂算法更有效。“更具有宏观
视野和东方哲学思维。对于舍恩伯格的第三个观点，我也不
能完全赞同。”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不需要知
道”为什么“，只需要知道”是什么“。传播即数据，数据
即关系。在小数据时代人们只关心因果关系，对相关关系认
识不足，大数据时代相关关系举足轻重，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但不应该完全排斥它。大数据从何而来？为何而用？如果我
们完全忽略因果关系，不知道大数据产生的前因后果，也就
消解了大数据的人文价值。如今不少学者为了阐述和传播其
观点往往语出惊人，对旧有观念进行彻底的否定。

世间万物的复杂性多样化并非非此即彼那么简单，舍恩伯格
也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幼稚思维吗？其实不然，读者在阅读时
一定要看清楚他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不要因囫囵吞枣的浅
读而陷入断章取义的误读。比如说舍恩伯格在提出”不是因
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这一论断时，他在书中还说
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完成了对大数据的相关关
系分析，而又不再满足于仅仅知道‘是什么’时，我们就会
继续向更深层次研究的因果关系，找出背后的‘为什么’。“[i]
由此可见，他说的全体数据和相关关系都在特定语境下的，
是在数据挖掘中的选项。

大数据研究的一大驱动力就是商用，舍恩伯格在第二部分里
讨论了大数据时代的商业变革。舍恩伯格认为数据化就是一



切皆可”量化“，大数据的定量分析有力地回答”是什
么“这一问题，但仍然无法完全回答”为什么“。因此，我
认为并不能排除定性分析和质化研究。数据创新可以创造价
值，这是毫无疑问的。舍恩伯格在讨论大数据的角色定位时
仍把它置于数据应用的商业系统中，而没有把它置于整个社
会系统里，但他在第二部分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变革中讨论了
这个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信息安全问题日趋凸显。如何摆脱大数据的困
境？舍恩伯格在最后一节”掌控“中试图回答，但基本上属
于老生常谈。我想，或许凯文·凯利的《失控》可以帮助我
们解答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维度。正如舍恩
伯格在结语中所道：”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充斥着算法和机器
的冰冷世界，人类的作用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大数据为我
们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只是参考的答案，帮助是暂时的，
而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还在不久的未来。“谢谢舍恩伯格！让
大数据讨论从自然科学回到人文社科。由此推断，《大数据
时代》不是最终答案，也不是标准答案，只是参考的答案。

此外，在阅读此书之前还必须具备一些数据科学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概念，比如说什么叫数据？什么叫大数据？数据分析
与数据挖掘的区别，数字化与数据化有什么不同？读前做些
功课读起来就比较好懂了。

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篇二

当我们说人类是通过因果关系了解世界时，我们指的是我们
再理解和解释世界各种现象时使用的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
通过快速、虚幻的因果关系，还有一种就是通过缓慢、有条
不紊的因果关系。大数据会改变这两种基本方法在我们认识
世界时所扮演的角色。

大数据的精髓在于我们分析信息时的三个转变，这些转变讲
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



第一个转变就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分析更多的数据，
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
再依赖于随机采样（样本=总体）

第二个转变就是，研究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再热衷
于追求精确度

第三个转变因前两个转变而促成，即我们不再热衷于寻找因
果关系，而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大数据告诉我
们“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
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只要让数据自己发声。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人类的大脑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会
把新输入的刺激或信息与“过去的经验或积累的部分知识”
相对照，然后进行调整并接受下来。如果眼前新的现实与大
脑中储存的固有信息无法协调，便会在无意识中拒绝接受新
的现实（当作没有看见）；或者通过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任
意推测，使自己认识到的情况偏离实际（产生错觉）。这是
人的一种本能，目的在于使自己保持冷静。

所以作者称之为revolution。

公平正义的基础是人只有做了某事才需要对它负责，毕竟，
想做而未做不是犯罪，社会关系于个人责任的基本信条是，
人为其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大数据分析完全准确，那
么我们的未来会被精准的预测，因此在未来，我们不仅会失
去选择的权利，而且会按照预测去行动。如果精准的预测成
为现实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选择的
权利。既然我们别无选择，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这不是很讽刺吗。

扯到这里，顺便扯一下，书中另一段关于自由意志的描述

在哲学界，关于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



纪。毕竟，如果凡事皆有因果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决定任
何事的自由了。如果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个想法
都是其他事情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
以此循环往复，那么就不存在人的自由意志这一说了。----
所有的生命轨迹都只是受因果关系的控制了。因此，对于因
果关系在世间所扮演的角色，哲学家们争论不休，有时他们
认为，这是与自由意志相对立。

书中举了个例子，举了部电影《少数派报告》，当我看到这
里的时候，“哎哟，我居然看过这部电影，想想心里还是有
点小激动”，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下，大概就是讲警察通过预
测来提前抓捕犯人，不过不是通过大数据，是通过超人类的
方式。当你什么举动都可以被预测，相当于你完全暴露在太
阳光下，换成你，你害怕不。

最后，附上两段结语，一段是书中的一段话，另一段是我自
己瞎编的

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充斥着算法和机器的冰冷世界，人类的作
用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最终答案，
只是参考答案，帮助是暂时的，而更好的方法和答案还在不
久的未来。

大数据终将会影响到我们，也像其他技术一样会是一把双刃
剑，用得好，动心，滥用，害怕。如同核技术一样，用的话，
造福地球，滥用，给个金刚石地球你，照样爆。我相信，未
来的大数据的发展会如作者所说的，是一场生活、工作与思
维的革命。

无论如何，大家看到这四个是不是有种，不管我上面扯得有
没有道理，通不通顺，下面的话，会很有道理的样子的错觉
（抄袭于《栋笃笑》）ok，无论如何，日子还是得照过。施主，
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练武奇才，最后送上《九阳神功》心
法，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他强由他强，清风抚山冈。

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篇三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这是《大
数据》中出现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也是全书力图传递
的信息。在数字信息时代，数据和空气一样遍布生活，对于
有些人来说，数据无意义，而对于有些人来说，数据，即真
相。

美国是《大数据》的主角，全书通过讲述美国半个多世纪信
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以别开生面的经典案例——
设“前所未有的开放政府”的雄心、公共财政透明的曲折、
《数据质量法》背后的隐情、全民医改法案的波澜、统一身
份证的百年纠结、街头警察的创新传奇、美国矿难的悲情历
史、商务智能的前世今生、数据开放运动的全球兴起，以及
云计算、facebook和推特等社交媒体、web3·0与下一代互联网
的未来图景等等，为读者一一细解数据创新给公民、政府、
社会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变革。

透过全书，一个立体的美国及美国人民的思想呈现在我们面
前——美国人民执著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却又不遗余力地推
动着政府信息的透明与公开。

读完此书，对生活中的数据及数据处理突然有了很大的兴趣。
如果有一天，处处以数据说话，那么，政治、制度、生活将
更加清明，事故将降到最低点。

作为信息技术教师，是有必要阅读此书的！有慧根的教师将
能从书中挖掘出信息技术特有的文化以及能用于教学的鲜活



案例。

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篇四

悦读愉悦身心，悦读陶冶情操，悦读改变生活。

悦读，翻开我们手中的书，书是桥梁，让人思接千里；书是
翅膀，让人心游万仞。摩挲书页，捧卷而读，聆听文化的钟
鸣，啜饮文化的甘露，我们每个人都能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
己。

本书《大数据时代》出自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是最早洞
见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也是最受人尊
敬的权威发言人之一。舍恩伯格教授在《大数据时代》中提
出：“大数据是指不用随机分析法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所有
数据的方法。”阐述大数据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它是在人类
过去运用小数据库随机抽样获得分析结果比较而来，它的关
键是在“大”，数据存储量越大，价值越显著。大数据的核
心作用在于“预测”，引申出“规划”与“解决方案”，也
就是我们说的“算法”。书中展示了谷歌、微软、亚马
逊、ibm、苹果、facebook、twitter、visa等大数据先锋们最具价
值的应用案例。

在现今的社会，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彰显他的优势，它占领
的领域也越来越大，电子商务、o2o、物流配送等，各种利用大
数据进行发展的领域正在协助企业不断地发展新业务，创新
运营模式。有了大数据这个概念，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判断，
产品销售量的预测，精确的营销范围以及存货的补给已经得
到全面的改善与优化。就我个人体会。大数据产生最直观的
价值：一是时间，二是金钱。要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

采样数据向全部数据转变；精确制导向方向引领转变；因果
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变。



1.不再局限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我们
有更多的数据可以分析，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
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这也是通过大
数据打通的传统壁垒。

2.不再局限精确性数据，而是混杂性数据：以前需要分析的
数据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量化我们的记录，随
着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完善，我们不再需要对一个现象刨
根问底，只要掌握了大体的发展方向，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
的精确度，会让我们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

3.不再局限因果关系数据，而是相关关系数据：在大数据时
代，我们无须再紧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该寻找事物
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关系虽然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事件发
生的原因，但是它会提醒我们事件的发生。

近年来，我国数字农业发展方兴未艾，从北大荒千里沃野的
无人驾驶农机作业，到浙江乌镇的刷脸入住农家乐、西安阿
里的智慧大脑，数字农业正在悄然地助推传统农业发展。从
理想状态来说，我认为数字农业就是有一块地，你种什么，
种多少，施什么肥，打什么药，卖给谁，都用数据来表达，
以大数据来支撑决策，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提供全程社会化
服务。具体讲，数字农业是指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
术与农业融合发展为重点，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路
径，实现农业生产过程及全产业链数字化表达、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管理的新兴农业形态。

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发展数字农业的新时期，发展数字农
业有条件、有需求，恰逢其时，势在必行。人类社会经历了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如今正在经历信息革命。现代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全球数据爆发增长、海量集聚，数字经济高歌
猛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速向
农业全方位渗透，让传统农业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培育了经
济新增长点和发展新引擎，数据对农业发展的放大、叠加、



倍增作用正在快速释放。这将为农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
创造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篇五

本书《大数据时代》出自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是最早洞
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也是最受人尊敬
的权威发言人之一。舍恩伯格教授在《大数据时代》中提出：
“大数据是指不用随机分析法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
的方法。”阐述大数据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它是在人类过去
运用小数据库随机抽样获得分析结果比较而来，它的关键是在
“大”，数据存储量越大，价值越显著。大数据的核心作用
在于“预测”，引申出“规划”与“解决方案”，也就是我
们说的“算法”。书中展示了谷歌、微软、亚马逊、ibm、苹
果、facebook、twitter、visa等大数据先锋们最具价值的应用案
例。
在现今的社会，大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彰显他的优势，它占领
的领域也越来越大，电子商务、o2o、物流配送等，各种利用大
数据进行发展的领域正在协助企业不断地发展新业务，创新
运营模式。有了大数据这个概念，对于消费者行为的判断，
产品销售量的预测，精确的营销范围以及存货的补给已经得
到全面的改善与优化。就我个人体会。大数据产生最直观的
价值：一是时间，二是金钱。要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
大数据带给我们的三个颠覆性观念转变：采样数据向全部数
据转变；精确制导向方向引领转变；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
变。
1.不再局限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在大数据时代，我们
有更多的数据可以分析，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
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这也是通过大
数据打通的传统壁垒。
2.不再局限精确性数据，而是混杂性数据：以前需要分析的
数据很少，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精确地量化我们的记录，随



着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完善，我们不再需要对一个现象刨
根问底，只要掌握了大体的发展方向，适当忽略微观层面上
的精确度，会让我们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
3.不再局限因果关系数据，而是相关关系数据：在大数据时
代，我们无须再紧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该寻找事物
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关系虽然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事件发
生的原因，但是它会提醒我们事件的发生。
思考：大数据在农业领域建设。近年来，我国数字农业发展
方兴未艾，从北大荒千里沃野的无人驾驶农机作业，到浙江
乌镇的刷脸入住农家乐、西安阿里的智慧大脑，数字农业正
在悄然地助推传统农业发展。从理想状态来说，我认为数字
农业就是有一块地，你种什么，种多少，施什么肥，打什么
药，卖给谁，都用数据来表达，以大数据来支撑决策，通过
信息化、数字化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具体讲，数字农业是
指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为重点，
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路径，实现农业生产过程及全
产业链数字化表达、数字化设计、数字化管理的新兴农业形
态。
当前，我国已进入加快发展数字农业的新时期，发展数字农
业有条件、有需求，恰逢其时，势在必行。人类社会经历了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如今正在经历信息革命。现代信息技
术日新月异，全球数据爆发增长、海量集聚，数字经济高歌
猛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加速向
农业全方位渗透，让传统农业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培育了经
济新增长点和发展新引擎，数据对农业发展的放大、叠加、
倍增作用正在快速释放。这将为农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
创造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张洋）

数据化思维心得体会篇六

在看《大数据》之前，我只知道社会越来越数字化了，看完
之后，才觉悟到：人类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数字化已经把



我们带入一个信息时代，大数据却把我们卷进了一场科技风
暴之中，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更包容更广阔的
新时代，大数据把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合在了一起，曾经看似
因果联系紧密的事物，可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毫无关联的事
物，可能隐藏着重要的信息，从科技、商业，到医疗、政治、
教育、文化，大数据一概席卷囊括，它改变着我们的传统思
维，为这个时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就像作者书中所
说：“这项技术终将改变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上的许多东
西。”大数据最显著的影响是对于电子商务，通过大数据，
最先洞察出潜在市场的，也必然最先占领市场。而电子商务
对实业的冲击又是势不可挡，可见，掌握了大数据就主导了
市场，拥有了先进的科技才能拥有坚实的竞争力。在医疗方
面，曾经的非典时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是有大数据
的预测功能，才使疫情得到了控制。在更小的方面，他也同
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书中提到美国著名计算机专家奥
伦·埃齐奥尼发明了飞机机票价格预测软件，就是利用大数
据造福我们生活的很好例子。大数据不仅节省了时间，提高
了效率，更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从分析因果总结
经验，转变为搜集数据预测未来;由原来的滞后性变为现在的
预见性——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变
被动为主动。大数据为我们掀开了历史新纪元，不敢想象它
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或许会出现新奇的生活方式，从未有
过的职业，闻所未闻的商业模式，百家争鸣的文化高峰;也或
许会解开更多未解之谜，探索到宇宙之外的秘密。总之，毫
无疑问的是，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未来是超乎想象的。这本
书中作者提到最多的是：改变我们的传统思维，摒弃精确性
转向宏观。从总结因果转向预测。这个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
向前发展，数据大爆炸的波及范围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单纯
靠人类的主观判断力是多么的有限，大数据早晚会取而代之
这一现象，这必将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也只有认清
这种趋势，改变思维，调整步伐，紧跟时代才行。即使不能
与时代同步，也尽量做到避免固步自封，认识大数据、利用
大数据趋利避害，为我们的生活造福!



《大数据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