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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互联网数据快速增加，这些数据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传统的统计
学教学，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中学生统计思维培养的必要性，提出了改进中学生统计思维培养的４点建议：一是让学生
通过简单数据描述统计来理解抽样与简单推断的统计思维；二是参与统计实践，了解数据收集和分析推断的统计思维；

三是熟悉几种统计软件的应用从整体上理解随机思维；四是提高教师的统计思维能力，使教师更好地帮助学生进一步理

解统计思维和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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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数据已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大数据在社会各个

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着重大应用前景。世界各国和各个企业都非常重视大数据产业发展，布

局大数据战略。根据Ｇａｒｔｎｅｒ公司的调查结果，目前全球６４％的企业已开始向大数据项目注资，或者打
算在２０１５年６月之前将计划付诸实践。我国政府和各个科研单位以及互联网企业对大数据也非常重
视，到２０１４为止，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ＢＤＴＣ２０１４）已经召开了两届，每一届会议都发布了中国大数据
技术与产业发展白皮书，同时，近２年来，我国建立了多个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

由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出，大家对大数据非常的重视。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究竟有着什么样

的特点和用途呢？这里就一些文献的理解，对这些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所谓大数据，通俗地说就是一

切可记录信号的集合，大的意思不光是海量的信息，同时也是蕴含着复杂的意思，这些数据和统计学中

基于人工设计、借助传统统计方法获得的少量的结构型数据不同，它们大多是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与工

具进行自动记录与储存的一切类型的数据。《大数据时代》一书中，作者将大数据的特征归结为４Ｖ
（Ｖｏｌｕｍ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和Ｖａｌｕｅ），可见大数据的数据巨大在根本上就是数字化基础上的数据化。

１　中学生统计思维培养的必要性
１．１　统计思维培养有利于提高中学生的学习兴趣

大数据主要来源于互联网，由于数据量大，有人提出了大数据与统计数据的不同：传统统计要用抽

样产生样本，而大数据不用样本，数据本身就是总体［１］。因而就有人提出：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中学

的概率统计教学有没有影响？如果有，该怎么去修改教学方式使得更加适合新时代的教学要求？当然

也有很多教师认为，大数据对中学的概率统计教学基本没有多少影响，因为中学数学中概率统计内容不

多，高考考试分值不多也不是很难，学生一般不会在这块失分；同时大数据的应用和研究是高等学校和

各个科研院所的事情，高中生也没有那个基础和能力对大数据深入的了解，要了解大数据也要等他们考

上大学再说。笔者认为，现在的中学生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一代，尤其是对互联网的应用，而大数据就是

来源互联网，这一热点时刻影响着新一代的中学生们，为了让他们能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来帮助学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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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考虑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学生概率统计教学。下面用互联网上的一些调查数据来说明新一代的

中学生已经与互联网联系非常紧密。根据宝泉岭中学１３级２０班张鑫宇的《关于中学生上网情况的调
查报告》中的结论：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９４．６％的中学生在上小学时就开始接触网络，仅仅有５．４％
的中学生是在上中学后才接触网络的，上网的中学生有８４％大多数是查资料，只有１６％的用于ｑｑ聊天
或者影音应用以及玩游戏等。由此可见中学生已经能够充分地利用网络进行学习，那么教师们就必须

要紧跟潮流，思考在新的环境下的统计内容教学。

１．２　概率统计教学需要培养中学生的统计思维
从中学的概率统计的教学内容来看，似乎这些内容还没有和大数据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反而让人觉

得有些内容提了大数据对学生的学习反而不好，如统计中的抽样思维，在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量已经很

大，表面上看来是不用抽样了，这样就会让学生觉得抽样只存在于传统的统计学中，也就是只能在小数

据时代适用。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大数据时代中数据的量大了，数据的分析也变得更加复杂，但

是它还是数据分析，和传统的统计分析的重要应用数据分析有着重要的交集［１］。而且统计思维的培养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培养起来的，而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原来的统计思维要在

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强和提高，以利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的应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在中学阶段开始进行统

计教学改进，思考大数据背景下的统计思维培养。

２　统计思维的特点和中学统计内容的关系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尔斯有一句名言：“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和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的

公民的必备能力”［２］。这说明了统计思维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统计思维和读写能力一样不是能够一

蹴而就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概率统计的内容才被加入到中小学数学中。那么什么是统计思维？统

计思维包括哪些内容？重庆大学统计学院院长陈正伟教授对统计思维的定义为：统计思维是研究从个

别表现到一般特征的认识事物整体状况和发展过程的一种思维模式。统计学家ＡｌｌｅｎＢ．Ｄｏｗｎｅｙ在他的
书《统计思维：程序员数学之概率统计》中对统计思维的介绍中写道：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ｕｒ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ｉｎｔｏ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ａｔａｉｓｃｈｅａｐ（ａｔｌｅａ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ｈａｒｄｅｒｔｏｃｏｍｅｂｙ［３］．简单说来统计思维就是
通过收集数据并将数据转化为知识的一种思维过程，它和数学中的确定性思维模式不同的是，它时时刻

刻都伴随着随机性，因而它提示的知识也不是确定性的知识，有着一定的错误可能。总之统计思维是从

数据到知识的过程中的一种思维模式，它包括了数据抽取、从数据中估计和推断结论。统计思维的特征

主要表现在：数量性、总结性（总体性）、实践性和不确定性［２］。

统计思维实际上是一个归纳、辩证的思维过程，面对众多的数据，中学生应该有好的统计思维过程

和通过数据分析对事物有着正确的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学数学课程中，在必修３中的统计内容就有了抽样、估计和相关分析的内容，而概率内容中介绍
了概率的简单定义和几种常见的概念定义。这些内容中已经大致涵盖了统计思维的基本内容：不确定

性、数据的收集和简单处理、根据分析给出判断。在选修２～３内容中更是增加了在社会统计决策中常
用到的统计分布和它们一些数字特征、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从内容可以看出，中学数学中

基本上对统计思维方式的整个过程有着一个整体的介绍，只是所用的理论和模型相对比较简单，但是这

并不影响通过一些统计实践来培养学生的统计思维［４］。

３　大数据背景中学生统计思维培养的探讨
第一，增加学生对简单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让学生在简单数据的处理实践中提升传统抽样描述和简

单推断的统计思维能力。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大而复杂，对这些数据的分析，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

数据的预处理，这个预处理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数据的抽样，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大数据中的预处理，必

须要学生对传统统计的抽样和描述统计有着充分的理解和掌握。高中数学必修３和选修中对传统统计
中的抽样理论作了介绍，为了使学生理解抽样对随机性数据的重要作用，从而养成正确利用样本得到总

体性质的思维习惯，很有必要让学生由简单的数据处理去对这些思想有着直观和具体的认知。适当增

加一些简单的实际数据，让学生能够在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中理解和掌握统计抽样的作用以及统计假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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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计推断思想在分析中的作用和可能犯错误的情况，同时教师也可以针对各种统计思维设计一些实

际情景让学生分析，如：街头抽奖时，如果宣称中奖的概率很小，但是却连续多人中奖；网络上对高考取

消数学的调查结果可信不？

第二，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自己设计问题并收集数据进行分析，使学生对统计分析的定性－定量－定
性的分析过程有着切实经历，对整体的统计思维有着更深一步的理解，从而对大数据分析有着初步的了

解。传统的统计学中的数学分析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定性分析问题［５］，根据分析结果，提出解决问

题所需要的结构性数据，然后根据分析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以后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的推

断统计，通过这一定量分析后，会得到一些数据结果，针对这些具有一定统计意义的结果，结合问题的背

景给出数据所反映的定性结论。这一过程只有在具体的统计实践中才会对中间的统计思想有着较深入

的理解和掌握，因此有必要让学生参与统计实践，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和通过统计分析进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为了使学生理解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统计思维和传统统计思维的差异，可以鼓励学生通过

互联网寻找自己设计问题的大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统计思维。

第三，加强学生对统计软件应用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统计实践能力，让学生在统计软件的应用中整

体的理解随机性思维。统计软件中的每一项分析都对应着一种统计分析结构模型，学生可以在使用统

计软件的过程中对统计分析过程和统计思想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前面提到的统计实践，如果让学生自

己对数据进行计算的话，一方面会增加学生的计算任务，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统计实践的难度，让学生对

统计实践有畏难情绪，从而降低统计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学生的统计实践应该主要让学生从总体上理

解和掌握统计思维，而不是纠结于具体的统计思维方式和统计理论，如让学生检验某一结论是否正确

时，不需要学生给出检验统计量和计算统计量的临界值，再根据临界值做统计决策，只需要学生能针对

数据，利用统计软件计算出所需要的ｐ值，从而根据ｐ值和显著性水平作出统计决策就行。充分地利用
统计软件，会使学生体会学习统计分析的乐趣，同时也让学生在统计软件的应用中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

统计思维。

第四，加强教师的统计应用和理论的培训，使得教师在学生的统计思维培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

作用。由于中学统计内容相对较少，高考时候占分比不大，而且相对得分较容易，从而使得很多教师为

了应付考试，对学生的概率统计内容的教学采用传统的数学教学方式。即理论为主，同时让学生通过做

习题而不是统计实践来达到考试得高分的目标。一方面，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对统计思维的理解，同时

也使得学生难以应对进入大学以后的大数据环境下的统计学习；另一方面，教师们的教学方式也降低了

统计学内容对教师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统计思维能力，有必要让老师们对大数据

有着更好的认识，同时也要求老师们对传统的统计思维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老师们才

能在指导学生的统计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真正为学生指点迷津，让学生的统计思维能力大大的提

高。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使学生经历运用数据描述信息，做出推断的过程，

发展统计观念”，统计思维的培养应该是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５］。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到来，改变统计思维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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