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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analysis is one of the key qualitie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raining,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rough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ata anal-
ysis key competencies leve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o cultivate 
students’ data analysis core literacy: teachers should change their ideas, guide students to develop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carefully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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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分析是高中数学重点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有利于学生通过数据获取信息。文章对目前高中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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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核心素养水平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针对调查结果对培养学生数据分析核心素养提出了教师要

转变观念、引导学生养成积极的学习态度、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方法等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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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到大量的数据，如何从数据中获取信息为已所用就

显得特别重要，因此，高中数学课程新课标[1] [2]将数据分析列为数学六大核心素养之一，要求在数学教

学活动中着力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已有学者对此展开了理论研究[3] [4] [5] [6]。为了有针对性地对

学生数据分析进行培养，本文对目前高中生数据分析能力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并针对调查结果对培养学

生数据分析能力提出了几点建议。 

2. 高中生数据分析核心素养的现状调查 

2.1. 调查对象 

为了提高调查的有效度，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抽取陕西省 2 所高中文理各一个班的学生，共发放问卷

200 份，最终有效问卷 195 份，文 1 班 2 名女生与理 2 班 3 名女生问卷无效。两所学校均为市级重点高

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属于中等水平，具有普遍性，代表着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情况，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respondents 
表 1. 调查对象统计表 

文理 
性别 文 1 理 1 文 2 理 2 总计 

男 18 30 20 32 100 

女 32 20 30 18 100 

总计 50 50 50 50 200 

2.2. 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由问卷 1 和问卷 2 两部分组成。问卷 1 主要调查学生对数据分析的主观认知状况，共 4 道

选择题，主要包括：学生对数据是否了解；学生是否喜欢学习概率与统计这部分的数学知识；学生是否

认为概率与统计相关知识在生活中有用；影响学生对概率与统计相关数学知识内容学习的因素等。问卷

2 主要调查学生数据分析素养水平，共 6 道概率与统计知识问题，其中包括 4 道选择题，2 道解答题，并

按照不同的水平分为三个不同难度等级，考查学生学完概率与统计知识后所具备的数据分析素养水平高

低，具体分级，考查点及分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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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fficulty and score setting of questionnaire 2 
表 2. 问卷 2 题目难度及分值设置 

难度 题号 考查内容点 分值 

一级 

1 对抽样方法的掌握程度 15 

2 实际问题中的随机事件 15 

3 对概率的理解 15 

二级 
4 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15 

5 线性回归及预测 15 

三级 6 利用图表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5 

合计   100 

2.3. 调查结果与分析 

2.3.1. 问卷 1 的调查结果 
1) 调查统计 
问卷 1 学生对数据分析的主观认知状况统计结果见图 1~4。 

 

 
Figur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 1 
图 1. 问题 1 的统计结果 

 

 
Figur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 2 
图 2. 问题 2 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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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 3 
图 3. 问题 3 的统计结果 
 

 
Figure 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question 4 
图 4. 问题 4 的统计结果 
 

2) 结果分析 
从问卷 1 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87%的同学了解数据，42% (82/195)的学生都不喜欢学习概率与统计

的内容，且很少花时间去自学概率与统计的内容；学生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觉得太难，学不懂、

不重要，高考分值较少以及对自己没什么用。可以看出，学生没有理解数据分析能力对自己的积极影响，

主观上未引起重视。 

2.3.2. 问卷 2 的调查结果 
1) 调查统计 
调查结果统计见表 3。 
2) 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样本中有 90.26% (176/195)的学生数据分析素养水平处于一级与二级之间，很少有学

生能六个问题均能正确解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阶段高中学生基本了解随机现象的本质，也能结合

现实问题选择对应的抽样方法，同时利用概率与统计的相关理论处理简单的实际问题，但稍有难度的现

实问题则无法自主解决，也不能将实际问题中的数据信息与所学知识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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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tatistics of questionnaire 2 
表 3. 问卷 2 的调查结果统计 

难度等级 题号 正确人数 正确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分析 

一级 

1 189 96.92% 6 3.08%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的基础比较扎实，能清楚区分随

机事件，且具备根据实际问题选择抽样方法的能力。 

2 182 93.33% 13 6.67%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具备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3 142 72.82% 53 27.18% 
结果表明有 72.82%的学生已经对概率有了深刻理

解，明确知道可能事件与肯定事件的区别，存在错误

的学生则未能掌握这部分知识与技能。 

二级 

4 64 32.82% 131 67.18% 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对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的认识

不清。 

5 83 42.56% 112 57.44% 结果表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未掌握线性回归这种

分析方法，数据分析核心素养水平相对较低。 

三级 6 43 22.05% 152 77.95% 

结果表明有 22.05% (43/195)能够做出正确的条形统

计图，同时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实际问题，只有

极个别学生利用列联表法计算这表示大部分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不足。 

2.4. 调查结论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学生数据分析核心素养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 学生对概率和统计分析缺乏学习兴趣，知识掌握程度不高。此次调查发现，很多学生认为概率与

统计的题目难度大，对概率和统计分析不感兴趣，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课下更不愿意去研究，因此这

部分内容的知识掌握程度不高。 
2) 学生对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过程认知模糊，应用能力较弱。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中包含许多理论

知识，对学习能力不强、知识框架掌握扎实的学生来说，要完全掌握并熟练应用十分困难。个别学生当

前还无法自主分辨常见的几种概率模型，解题时就将自己记忆中的知识点进行生搬硬套，对理论的应用

能力较弱。 

3. 提升学生数据分析核心素养的建议 

针对学生在数据分析核心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议。 

3.1. 教师要转变观念，加强学习 

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重心是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学生数据分析核心素养，教师必须通过学

习课程标准和参加相关培训将新课改理念内植于心，外化于形，转变观念。同时教育部门以及学校教研

组要通过举办培养数据分析核心素养的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理论基础，通过提升专业素养，在教学过

程中有意识地渗透数据分析素养，主动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意识，把数据分析核心素养的培养落实到课

堂，落实到学生。 

3.2. 引导学生养成积极的学习态度 

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对概率与统计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对数据处理有畏难和排斥情绪，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数据分析意识，没有掌握正确的数据分析方法。因此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应注重数据分析方法的引导，从简单问题入手，指导学生参与数据分析的全过程，享受通

过数据获取信息的成就感，形成主动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并乐于分析数据获取信息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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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方法 

1) 情境引入要贴近生活  
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实际生活创设情境进行引入。只有生活中的数据才能蕴含丰富的信息，因此，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引入切近学生生活的实际场景，提出问题，激发学生好奇心，促进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让学生自主经历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分析，推断，获得信息，从而提升学生的数据分

析能力。 
2)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接触信息和数据的可能性，给教育带来了机遇。信息技术是学生学习

和教师教学的重要工具，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运用信息技术如 EXCEL2010，SPSS，图形计算

器等，让学生感受数据统计的全过程，感受信息技术对数据分析带来的便捷，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3) 小组合作，探究问题 
创新教学模式，通过多样化小组分工合作，让学生在合作讨论中参与数据分析的收集，整理，运算，

描述和推理等每一个环节，体验合作的乐趣，促进学生更加自主地学习数学知识，探究生活中的数据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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