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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经管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法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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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广东 珠海５１９０８８）

摘　要：大数据时代，面对经管类专业人才统计分析核心能力的培养需求，统计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统计思想
教育，加强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的融合。结合课题组多年的教学改革探索，针对独立学院统计学教学过程中诸多弊端，

通过三课堂结合的全过程教学模式，从模块化教学、突出统计思想教育、多样化教学手段、协同学习评价等多方面入手，

培养学生统计思想和统计实践创新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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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一般性原则，即世界观，统计学则为人们提供从数量方

面认识世界的具体方法。”［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统计学作为方法论的学科，其应用领域已经渗透到管
理学、经济学、市场学、金融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很多新兴交叉学科。１９９２年国家颁布的
学科分类标准已经将其单列为一级学科［２］，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将统计学定为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各本、专
科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３］，因此，统计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应用能力的培养，对面向应用型的经管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１　独立学院统计学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
“统计学”作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平台课程之一，承担着培养学生基本的统计分析能力的重任。

面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独立学院统计学课程教学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

第一，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不足。对广东省１６所独立学院的调查显示，部分独立学院只设置
理论课程，没有统计实践环节；部分独立学院虽然包含实践环节，但理论和实践只是名义上的融合，实际

教学过程中相互剥离，即先讲完理论，后实践操作，导致学生到实践时，理论部分已不甚清晰，实践达不

到预期效果。

第二，统计思想的教育缺乏。教学内容上，注重统计方法的学习，缺乏统计思想的传授，导致学生只

会照搬公式，不知其所以然，不知道应用场景；此外，相对于教学内容，课内学时较少，课外时间利用不

足，实践部分演变成讲习题，不能以实践促进对理论的深化理解，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大班制及教学方法手段不足，教学效果较差。教学仍以“满堂灌”式的讲授法为主，案例教学

时案例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差，缺乏具有专业特色又贴近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的案例［４］；教学手段上，多数

是“多媒体ＰＰＴ＋板书”的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不利于课外时间的充分利用；教
学组织上，“大班制”教学，理论学习、实践指导、成绩考评过程中，很难完全照顾到所有同学，使得部分

学生“打酱油”，效果不佳。

针对以上现状，本课题组对统计学教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索，逐步形成了以统计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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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为目标，以模块化和结构化为基本思想，以交互式教学方法和立体化教学手段为主体，以统计竞

赛、统计证书、资源建设为补充，三课堂结合的全过程教学模式。

２　教与学的设计
课题组负责全校经管６个专业的统计学教学任务，课题组成员主要由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老师组成，

本身注重方法的应用性。２０１２年以前，经管专业统计学教学由统计学理论和统计软件实践组成，为更
进一步深化统计理论和实践融合，于２０１２年将其合并为统计分析方法应用与实践，课时调整为９６学
时，贯穿整个学期。

２．１　教学内容模块化，理论与实践充分融合
根据统计分析能力培养矩阵，将教学内容划分为数据获取基础模块、描述统计基础模块、推断统计

基础模块、统计分析高级模块、专题模块等五大模块，每个大模块再划分成若干小的教学模块，如表１所
示；实践分为统计软件操作实践和统计调查分析实践两大部分。在每个模块理论教学结束后即开展软

件操作实践，即学即用，前三大模块学习完成后开展统计调查分析实践，促成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效融合。

表１　统计学教学内容模块划分

模块 细分模块 能力培养

数据获取基础模块
（１）统计设计
（２）统计调查

统计工作开展的能力：统计设计，统计调查方法

方式选择，统计调查实施（问卷设计等）

描述统计基础模块

（３）统计整理
（４）数据的概括性度量
（５）统计图
（６）统计表

描述性分析能力：统计整理（分类与汇总等），

统计特征描述，统计图、统计表的应用，统计报

告撰写

推断统计基础模块

（７）概率与概率分布
（８）统计量及抽样分布
（９）参数估计
（１０）假设检验
（１１）分类数据分析
（１２）方差分析
（１３）回归分析

推断分析能力：样本容量设计，总体参数的估

计，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各种分析方法的应

用，统计报告撰写

统计分析高级模块
（１４）时间序列分析
（１５）指数

高阶统计分析能力：时间序列分析的应用，统计

指数的应用

专题模块

（１６）市场需求预测
（１７）物流管理预测应用
（１８）控制图
（１９）全面质量管理

特定行业、领域的统计分析能力：商务预测中的

应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２．２　教学方法丰富化，突出统计思想教育
理论讲授主要以启发式讲授法、案例驱动教学法为主，重点突出统计思想教育，而非公式推演；实践

教学以案例驱动法、同步协作法、体验学习教学法为主。

案例驱动教学法：每一个模块由一个典型案例导入，贯穿整个模块的教学；学生可以进行有针对性

的分析、审理和讨论，作出判断和评价，充分掌握知识的应用范围和层次。同时拓宽了学生的思维空间，

增加了学习兴趣，开发了学生思维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和综合素质。案例注重时效

性和针对性，案例的编制均是课题组老师主持参与完成的实际项目。统计调查基础模块由民生调查、学

校后勤管理问题调查两个案例引入，描述统计基础模块由学校师资状况调查、专利申请态势分析两个案

例引入，推断统计基础模块由产品质量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分析两个案例引入，统计分析高级模块由保

险赔付预测、生态指数设计两个案例引入。

启发式讲授法：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５］，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教学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直

接、快速地让学生掌握，为学生在实践中游刃有余地应用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启发式讲授法更强调统

计学概念、方法讲授时结合生活实例，结合不同专业领域，在课堂讨论过程中，让学生获得启发，更深刻

００１



第３期 王二威，等：独立学院经管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法研究

地理解基本概念和方法。统计学基础知识、推断统计主要采用讲授法。

同步协作法：首先，进行合作学习，让学生在小组中展开学习，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明确的集体任

务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沟通、合作，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其次，同步协作完成实践任务，若一人未能

学会则全部组员不能通过，促进互帮互助和主动学习。

体验学习教学法：第一，在统计调查理论学习完成后，要求各组完成一个真实命题的统计调查方案

设计，包括调查问卷和抽样方案，让学生在亲自研究、思索、想象中领悟知识，在“探究知识”中形成个人

的理解；第二，在统计理论和软件操作完成后，各组完成一个真实问题的统计分析，并撰写统计分析报

告，给出解决方案，这种亲自体验的学习，大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收到了非常好的教

学效果。

２．３　教学手段多样化，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
课内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全程机房上课，充分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锁屏、远程控制、文件传输等

功能，提升课堂教与学的效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材料的发布、作业的布置与批改，

有针对性地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模块教学结束后，组织学生开展擂台比试，以此缓解课堂疲劳情绪，调

动学习积极性。课外，制作统计理论微课，供学生课外进行重难点理论知识补给，夯实统计理论基础知

识；制作软件操作视频，供学生课外进行软件操作实践，扎实统计软件操作能力；开展统计分析竞赛，调

动学生积极性［６］，全面训练统计调查与分析能力；在课程学习之后，即可推荐参加统计分析师证书考

试，考试成绩亦可替代作为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

此外，对于内容比较有条理且简短的统计图、统计表模块的教学，则尝试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让每

个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承担一个统计图或统计表的学习和软件操作，课堂上则让学生进行讲解和探讨。

从学生的统计分析报告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统计图、统计表的学习更加积极主动，理解得更加深刻透彻，

掌握得更加全面扎实。

２．４　评价体系过程化，促进学习协同性
课程考核分为理论测试、统计软件操作测试、统计分析报告三个阶段。理论部分讲授完后，以闭卷

考试的方式考核学生对统计基础理论的掌握情况；统计软件操作实践讲授完后，以一对一上机实操测试

的方式考核学生统计软件应用的能力；课程最后，以学生分组完成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方式考核学生的统

计问题解决能力和报告写作能力。

此外，从课程开始，即将学生分成若干同步小组，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形成小组成员共进退的机

制，每一模块学习完成后的测试中，若小组中有一同学不通过，则全组均不能进入下一模块的测试，直到

全部通过为止。这样有利于激发团队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同步小组逐步成为一个自学习组织，成员之间

相互学习、相互指导，共同进步，也能避免“打酱油”“混学分”情况出现。

３　结语
经过多轮次的教学实践和不断完善，“统计分析方法应用与实践”作为经管专业综合类课程，研究

并探索出了三课堂结合的立体化教学过程，形成了课内与课外结合、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教学模式：模块

化的设计、案例驱动教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充分融合；微课、反转课堂等新方式的应用，实现了课内

与课外学习的有机结合；同步协作组机制、过程化考核机制，既调动了学习主动性，又实现了对学生的全

面评价；学赛结合和学证结合，充分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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