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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①

张军
（青海民族大学 政治学院，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０７）

摘　要：转变心理统计学教学模式，将ＳＰＳＳ软件纳入教学内容中，不仅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学生数学基础对这门课程

教学效果的制约，而且在突出教学重点、扩大教学内容和学生书写规范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教学模式转变后

学生对高级心理统计学的内容有了正确的认识，理解了统计方法的使用与创新也是心理学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树

立了应用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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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统计学是心理学专业、心理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也是学生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开

展心理科学研究所必须的基本技能。这门课程学习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实验心理学、心理测量学

等课程的学习，对其今后毕业论文撰写、专业文献阅读都有很多影响。在传统教学条件下，由于这门课

程涉及概念多、基本理论抽象、公式繁多、计算复杂，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感到难度很大，学习效果不理

想。随着学校教学设备不断完善，计算机应用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模式大胆探索，将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与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几届学生的教学实践证明，新的教学模式不
仅为学生后期相关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论文撰写提供有力支撑，而且提高了学生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

心理科学研究的能力。

１　课程改革的主要成效
将心理统计学课程教学概念、原理讲授与ＳＰＳＳ统计软件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学生数

学基础对这门课程教学效果的制约，而且在突出教学重点、扩大教学内容和学生书写规范性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促进作用。

１．１　可有效解决学生数学水平对本课程的影响
已有研究揭示，高中阶段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对心理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态度、学习信心和其统计成

绩均好于基础较差学生［１］，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也深刻感受到学生数学能力高低会直接影响这门学科的

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数学功底差的学生很容易对这门课产生厌学、抵触情绪，对学好这门课程失

去信心；数学水平较好的学生也会因统计学计算多、容易出错等问题而感到这门课难度大。高中数学基

础成为制约这门课程教学效果的首要因素。作为民族高校，心理学专业学生文理兼招，数学基础不仅薄

弱，而且层次差距很大，在传统教学中很难改变高中数学基础对学生学习这门课所造成的困难。将

ＳＰＳＳ软件纳入到心理统计学的教学中，将学生从繁琐的计算中解放出来，计算、公式等困扰学生学习的
数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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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有利于突出心理统计学的教学重点
心理统计学课程教学中必然会涉及到计算问题，借助ＳＰＳＳ统计软件，有效解决了困扰学生的计算、

公式问题，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学生感受到的是用数据描述心理问题，揭示心理问题简明、便捷与高

效。当学生不再担心自己的数学能力，不再为概念计算、公式推导所困扰时，教学内容就容易突出概念

的应用、各类统计方法的适用条件与要求等内容上来，增强了统计思想的教学内容，突出了教学的重点

内容，使学生的学习重点从关注计算向关注原理与思想转变。

１．３　扩大了心理统计学的教学内容
与软件结合的教学，不仅没有降低教学的难度，反而扩大了教学内容，提升了学生的能力。应用统

计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处理、分析、挖掘数据的能力，这需要有一定的统计学理论与思想为基础。

当学生不再被计算与繁琐的公式所困扰，统计理论的应用空间就自然打开了。通过对描述统计、推断统

计的具体操作，学生逐渐明白，相同的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试验设计，不同的试验设计都有彼此不同的

数据处理方法，学生科学研究的思路随着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借助统计软件，数据

描述能够用多种图表的形式自由展示，帮助学生从多角度了解数据分布的特点与意义；对假设检验的适

用条件与要求的理解，帮助学生理解实验设计的条件与要求，提高了他们对统计原理的实践能力。

１．４　增强统计报告的规范性、准确性
统计图表、假设检验计算结果等是数据处理最终需要呈现、报告的内容，对结果的解释也是需要采

用规范、准确的表述。借助ＳＰＳＳ软件的输出报告，转换成为ＷＯＲＤ文档，图表规范，数据不会发生再次
抄写错误，使学生养成规范书写统计报告、正确描述统计结果的好习惯。

２　具体教学内容
在具体教学内容的处理上，结合心理统计学的逻辑构架和ＳＰＳＳ软件的特点，着重构建了以下几方

面的联系。在基本概念部分，纳入了ＳＰＳＳ的基本操作与数据录入，要求学生能够将调查问卷、实验结果
熟练转换为ＳＰＳＳ的数据库，为进一步开展数据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描述统计部分，利用ＳＰＳＳ软
件描述统计输出结果多样性的特点，让学生对数据分布获得感性认识。平均数、标准差、标准分等概念

放在数据分布的背景下，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些概念和正态分布的意义与作用，数据分布特征的感性认识

对假设检验中方差齐性检验的理解也非常有帮助。同时，ＳＰＳＳ输出结果可以加深学生对统计学专业符

号的识记。假设检验部分基本理论讲解的目的是让学生区分假设检验的适用条件［２］，对不同实验设计

选取正确的统计方法，同时也能够认识到对同一个心理现象可以采用不同实验设计的统计学原理［３］，

开拓了学生对Ｔ检验、Ｆ分析与事后检验的理解。相关与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等内容，由于学生已经有
了前期ＳＰＳＳ操作的基础，这些内容的学习学生基本能够通过自学完成。在课程后期选取近期发表在
《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等刊物上采用高级心理统计方法的研究成果，解读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引

导学生理解其作用，演示用ＳＰＳＳ软件如何实现，拓展学生的学习内容。

３　能力拓展
学生通过一学期的学习，基本能够熟练掌握数据描述、常用假设检验的基本统计方法，感受到的是

心理统计学在心理科学研究中的高效、简介与便利的特点。在教学后半期，增加每周提交两篇阅读心理

学期刊中研究成果的读书笔记这一要求。一学期的心理统计学教学对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作用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３．１　对高级心理统计学的认识得到提高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由于掌握了ＳＰＳＳ软件使用方法，使学生摆脱了具体运算的困扰，再加上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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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刊研究成果的大量阅读，很多学生都认识到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高级心理统计学的内

容并不是遥不可及，在完成毕业论文时，有部分学生会通过网络等媒体自学高级心理统计的 ＳＰＳＳ操作
方法，并将其展现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

３．２　统计方法的使用与创新
掌握了心理统计学的基本理论，能够用ＳＰＳＳ软件完成课堂教学的操作内容，对心理学学术期刊成

果的大量阅读，可使得学生对通过数据整理、分析与挖掘来揭示心理规律这一心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会

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并认识到对已有研究成果采用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对已有的测量选取不同的被试群

体开展研究等都是心理学研究中发现规律的有效手段，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及时补充与更新，而这些经

验对他们毕业论文选题会产生直接影响。

３．３　应用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的能力得到加强
统计软件是数据处理的工具，带来的是对数据处理的便捷与高效。统计软件除了 ＳＰＳＳ，还有 ＳＡＳ，

ＬＩＳＥＲＬ，ＡＭＯＳ等，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需要和数据处理。有了这个软件的使用经验，学生会形成用
数据处理软件来处理与挖掘数据的意识，这有助于提高他们今后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熟练使用不

同软件处理数据，必然为其今后开展科学研究奠定坚实、高效的基础。

综上所述，将ＳＰＳＳ统计软件纳入心理统计学的教学中，将学生从繁琐的计算、概念中解放出来，注
重原理讲解、大量的实践操作，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学生自主学习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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