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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深入推进专业课程教学思政制度建设化既是贯彻落实学校立身育德办学树身育人这项根本任务的重

大战略重要举措，也是不断提高专业人才培养教学质量的重要战略任务。本文以《统计学》课程为载体，

研究其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应用，结合统计学的学科特点，分别从统计学课程思政教学

的重要性、统计学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改革途径的探索以及《统计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应用三个

方面，阐述如何实现《统计学》课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课程思政相结合的课程目标，为《统计学》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也提供了一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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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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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 integrity, running a school, cultivating one’s moral integr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ask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each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atistics course as a carrier to 
study its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of 
the curriculum.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of statistics, it elaborates on how to 
achieve the teaching of knowledge in the statistics cours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statistics course, the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ap-
proaches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
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statistics course The curriculum goal of combining 
ability cultivation with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so provides some refer-
ence experiences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tatistic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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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

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认真贯彻全

国高校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彻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全过程，充分发挥各学科专业的课程育人功能，必须使各

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不断形成协同效应[1]。课程思政是高校坚持以习近平同志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理念，积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的新途径。同时，建设课程思政工作教育体系是“三全育人”的首要任务和重大措施，而

课程又是学校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形式和最基础的理论元素，也是最重要的育人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必然不能脱离课程教学[2]。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将“课程”和“思政”有机融合，让思政理论元

素进一步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让老师的思政意识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影响学生。 
《统计学》是一门基础性专业课，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应用前景十分广泛，教学对象也十分广泛，

主要是从大量数据中总结出一些客观规律，做出统计推断和数据预测，涵盖了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几乎适用于所有学科领域的数据分析。《统计学》的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

具有良好的个人素养，熟悉统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利用统计方法、统计软件分析和管理统计资料，

并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技能的专门人才[3]。 
本文以专业课《统计学》教学为例，融合课程思政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传授价值导向。这就要求全体教师在向全体学生广泛传授统计专业知识的基础同时，融入学生

思想理论政治素质教育，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统计学的基本定义、理论及研究方法，让学生体会到统计对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和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断加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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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情怀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4]。培养为人民、党和国家服务，具备时中国代精神，能够勇于担

当中华民族宏伟复兴大任，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 

2. 《统计学》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性 

《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的科学，研究各个学科领域的数据，通过对其邻域的数据进行收集、处

理、分析和解释，最终得出结论。可以说，《统计学》的学科特性要求学生不仅能够利用课程学习到的

知识和技能，而且也要求学生能够从中分析和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与此同时，《统

计学》课程作为一门兼具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础性学科专业课程，要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能

力，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还要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与结合社会实际的能力。《统计学》课程中蕴涵着

许多的思政资源，比如教授学生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统计素养，能够以严谨、求真、务

实的态度收集数据，在这一过程性中，可以让学生明白很多为人做事的道理，对其成长也起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 
《统计学》课程不仅使学生对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等有比较充分的认识，更引导学生合理

地认识统计学、分析国家乃至某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让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发挥细心观察的

优势，提高对数据的分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教育使得《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我国经济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生在生活中能运用所学的《统计学》理论知识，领会《统计学》思想，运用和

发展《统计学》方法来认识客观世界的数量规律，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做出极大的贡献[5]。因此，

深刻挖掘和深度开发《统计学》课程的思政资源对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有着巨大的意义。 

3. 《统计学》在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教学改革途径的探索 

《统计学》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缺一不可，所以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从知识点入手，

侧重于理论范畴的讲解，这就使得一部分学生丧失对课程的兴趣。在当前的教育课程上，教师把教学重

心放在课程内容的难度与深度上，对课程的教育功效关注不足，导致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的脱节。在教

学思政教育实践中，教师生搬硬套和“贴标签”空洞说教的现象较为常见，导致课程思政变为“课程 + 思
政”，无法真正把教学思政元素有机渗透到课堂之中，以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功效。 

1) 明确《统计学》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传统《统计学》的教学主要是注重学生理解和掌握统计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及教会学生使用相关

的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极少会体现出《统计学》知识背后所隐藏思政元素和思政教育内容。并且

对于以往学校课程目标中所包含的教学思政教育内容并未很好地发掘，一旦没有将其在学校课程目标中

清楚的阐述，则将会造成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单凭个人的发挥，教学比较随意，以至于无法在根

源上保证课程思政在教学上成功地进行下去。这就要求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地探讨学校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的对策，高校教师也要更自然地把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二者相结合，结合德育功能来制订教

学目标和培养方案，在课堂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学生传播爱党、爱国、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 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 
教师在一堂课中起着主导作用，是推进课程思政的主力军；学生起着主体作用，是进行课程思政的

对象。要想上好一堂《统计学》课程思政课，必须提升教师自身的思政实践意识和思政能力，引导教师

正确认识到思政课的关键是立德与树人、育才与育人的完美有机结合。如果教师有强大的课程思政意识，

增强了自己进行思政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积极寻求教学内容中的思政教

育元素，并深度发掘其思政资源，从而做到了统计课程和思政教学的有机融合，那么这才算得上是一堂

真正的《统计学》课程思政课。培养教师的教学思政能力，高校应当加大师资培养，并充分利用教师入

职培训、专职培训等机会，让《统计学》任课教师加强理论知识掌握，增强对教师教学思政能力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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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认知，以便教师能够在具体教学中实现学科知识与育人能力并重。 
3) 挖掘《统计学》课程的思政内容 
在知识传授中呈现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政理念与课程内容自然融合，在教学内容中凸显课

程思政的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教师在熟悉《统计学》的理论知识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理论知识背后

所蕴藏的思政元素，如在讲解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时，一方面让学生理解这两类错误的定义和含义，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让学生知道两类错误不可同时降低就好比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想同时降低这

两类错误发生的概率，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大样本容量。以此来教育学生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不

要局限于“一小片天地”。通过这种加入思政元素的课堂讲解，不仅使学生对知识点记忆更加深刻，课

堂更具有趣味性、多样性，而且也将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功能紧密结合。 
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的《统计学》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使传统的教学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教学方式也迫在眉睫，除了传统常见的老师直接讲

授法外，可以采用多媒体演示、自主学习、小组讨论等方式。与此同时，课程思政也促使教学方式变得

更多样化，新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让课堂更生动，还更能引起学生在认知、理念和情感等方面的共鸣和

共情。 
4) 探索《统计学》课程思政的考核方式 
从课程考核的角度，不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生平时成绩的占比应该加大，更加关注学生的学

习和实践过程。目前传统《统计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仍然是期末理论知识的考试，占比百分之八十，使

得学生重结果轻过程，以为学好基础理论知识就能取得好成绩。在课程思政理念下，传统的考核方式已

经无法完全满足教学要求。《统计学》的教学手段已经呈现多样化，课程考核的方式也应该多种多样。

在平时成绩的考核中，要加大量化学生的学习过程，比如课堂表现、课后答疑、案例分析、实践操作和

小组合作等。这些环节是学生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表现，不但能锻炼学生自我创新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而且也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 《统计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应用 

1) 通过《统计学》史在课程介绍时融入课程思政 
在《统计学》第一节课讲授统计学的起源。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时期是我国《统计学》的一

个创立重要时期，这也就是的我国统计学学术理论初步发展形成了一定的主要学术基础派别，主要构成

有现代国势政治派和经济政治派及算术学两派。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末是我国《统计学》的一个发展重

要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各种统计学派的主要学术基础理论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初步形成了两个主要

技术学派，即数理统计理论学派和现代社会经济统计理论学派。但是到了 20 世纪，统计学逐步进入了快

速科学发展的新时期。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不断飞速发展的今天，统计学广泛研究吸收和发展融合了各

相关统计学科的新学术理论，不断探索开发出和应用新科学技术和新研究方法，深化和丰富了数理统计

学派在传统研究领域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方法，并不断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统计学的实际应用发展前景

十分广阔。教师在课程介绍时融入统计学的起源和发展史，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也能

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从而达到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 
2) 结合统计学概念和理论渗透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统计学》课程中有很多的概念和定理都可以用作课程思政的载体，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

学生学习知识的同时渗透唯物辩证法思想。 
比如，教师讲到区间估计时，置信区间[ 1 2

ˆ ˆ,θ θ 
  ]满足 { }1 2

ˆ ˆ 1P θ θ θ α≤ ≤ = − 。对参数θ 作区间估计，

要求概率 { }1 2
ˆ ˆP θ θ θ≤ ≤ 尽可能大，即估计的可靠度尽可能的大；同时也要求置信区间的长度 2 1

ˆ ˆθ θ− 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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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短，即估计的精度尽可能的大。但是，可靠度和精度本质上是一对矛盾体，不可能同时满足。这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法的联系观，即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教育学生

学会用辩证思维看待问题，矛盾双方对立而又统一，共同存在于世界，坚定了学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3) 利用统计学案例分析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分析教学法，求任课教师在现代德育教育教学视角下综合选取典型案例，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指导思想及新常态时代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选择最新

的社会实事热点案例进行分析讲解。根据《统计学》课程学习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让学生更加

了解中国国情、更加了解社会发展情况。 
比如，我国每十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离不开统计的人口统计。人口统计是一种从“量”的角度去

研究和分析人口现象的统计，可以揭示人口规律性。在我国，人口统计可以为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

素质服务，使人口发展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统计对于祖国的重要性，也可以

教会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道理。并且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个案例教育学生无论是在学习生活还是以

后步入社会的工作中，都要有求真务实和诚实严谨的做人态度。 
4) 使用多媒体进行课程思政的教学方式 
多媒体教学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结合，能更有效的突破

教学重难点，也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一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变化趋势

的影音片段，看着视频上变化的 GDP 数据，学生会由此感叹中国 GDP 增长的速度，惊喜短短四十余年

中国 GDP 的增长速度，中国不断地超越日本、韩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成为全球 GDP 第二大的国家，增

强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对祖国的繁荣发展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从而引发学生对数据分析的兴趣，更

加深刻地感受到数据也能看到事物的发展。并且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结合相关的数据对比和图表展示

鼓励学生多了解数据可视化的先进手段，课外钻研一些统计软件(比如 EXCEL, SPSS 等)，从数据呈现中

体会到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多媒体教学不仅方便展示大量的数据信息，还可以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数

据的“魅力”，增强学生分析数据的素养与能力。 

5. 结语 

课程思政教育是高等学校保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把握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的

重要途径。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管理工作，是中国高等教育学校教育工作者今后必须长期面对

的一项工作。课程的思政理念如何贯彻于教学之中，关键就在老师。教师要有教学思政的意识，要有课

程教育的意识，同时需要有将课程内容与思政教学融合为一体的能力，找到二者有机融合的课堂教学办

法。《统计学》课程作为重要的基础专业课，蕴藏着大量的思政元素，在其课堂上开展思政教育无疑是

践行课程思政理念最好的方式。根据《统计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本文从认识到《统计学》课程思政教

学的重要意义出发，探索《统计学》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改革路径，并提供了《统计学》课程

思政教育的实际应用对策。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 Python 平台的数据分析课程教学师资培训”(项目编号：

220501369275233)；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雨课堂’的《计量经济学》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20502030274139)；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 R 语言平台的金融

数据分析与应用教学师资培训”(项目编号：2205019132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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