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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类数据分析是统计数据分析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文章介绍了分类数据分析课程的教学现状，并针对

教学方式、课程案例和考核方式提出了3点建议：1) 结合网络资源拓展教学形式，实现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提升教学效果；2) 强调学生主动收集案例数据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提升学生对本课程

的兴趣；3) 采用结课论文汇报的形式进行课程考核，全面考量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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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fication data analysis is another important content in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in-
troduces the teaching status of classified data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methods, curriculum case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1) we can combine network re-
sources to expand teaching forms, realiz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and improve teaching 
effects; 2) It emphasizes that student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llect case data for analysis,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course; 3) The course 
assessment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reporting final paper of course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tudents’ mastery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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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分析是统计分析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统计学专业的授课中大多以分析定量数据的方法为主。近

些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针对定性数据的特殊统计方法的应用日益广泛[1]。相应的方法被广

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金融信用评估、生物科学、心里科学、教育、市场营销等诸多领域。然而，当前在

定性数据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相比定量数据分析的教学效果而言不够理想。就目前市场上对应定性数据

分析的教材也比较少，尤其是国内教材，大部分教材都是国外教材的译本。本文结合桂林理工大学统计

学专业在定性数据分析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谈一谈分类数据分析课程当前的现状，以及如何利用网络

资源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2. 分类数据分析课程目前的现状 

2.1. 教学方式老旧 

众所周知统计学专业与数学专业非常相近，存在着大量的公式和模型，而传统的授课方式是以教师

讲解为主，在注重理论和方法的讲解上，常常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幸运地是，桂林理工大学应用

统计学专业的专业课通常都安排了上机课，常常在讲解了理论知识后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分析案例。这种

理论课与上机课结合的形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不仅让学生掌握了理论知识，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

能力，提高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教师只注重课本案例的分析，上机

课也只是对案例的复现。这种复现使得学生失去了新鲜感，在上机课时并不会认真的去操作和演练，失

去了上机课的意义。 

2.2. 课程案例与专业背景融合的不够 

分类数据分析在教材的选择上具有局限性。目前国内的教材比较少，很多都是国外的译本。即便加

上译本，分类数学分析的教材也是屈指可数。而教材内的案例大多是生物医学为背景的案例。在很多时

候，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对此并不熟悉，导致学生对案例不感兴趣，也不能对案例进行扩展，导致学生对

课程没有兴趣。 

2.3. 考核方式不够创新 

目前大多数的课程考核都是“平时成绩 + 期末成绩”的形式。在《分类数据分析》课程上也是如此。

虽然期末成绩的考核有一定的多样性。比如，传统的闭卷考试、提交结课论文的形式。传统的闭卷考试

能够考核学生在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提交结课论文的形式不尽能反映学生一定的理论知识，也能考察

学生一定地实践能力。但是期末成绩的占比过高，一般而言占总成绩的 70%，甚至是 80%。而单凭结课

论文基本就判定了学生对这门课的掌握程度，笔者认为这可能过于草率了。因为如今发达的网络，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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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一篇结课论文已不再是一件难事。 

3. 分类数据分析的教学改革建议 

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铺天盖地网络资源席卷而来，使得人们在教学方式以及学生

的学习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只能靠黑板板书的形式进行授课到现在的 PPT 多媒体课件授课，

再到如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SPOC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2]。基于 MOOC 的 SPOC 翻转课堂，能够帮助学

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及时的弥补课堂上没能掌握的知识。也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体验不同的授

课风格。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问卷的发放和收集变的便利，调查对象只需要点击一个链接或者扫一下

二维码就可以进行回答问卷。不得不说科技的进步给我们教学也创造了很多可能，得以对教学进行一些

改变。 

3.1.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收集优质资源供学生课内外学习 

如今网络资源数不胜数。不仅有高校自建的课程网站，也有大型的省级国家课程网站。国外部分高

校，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等都将本校的优质课堂笔记、讲课视频等资源向全球免费

开发[3]。国内也建立了很多校级、省级以及国家级的课程网站。目前国内最流行、覆盖面最广的要属由

网易发行的 MOOC 和清华大学建立的爱课程。课程网站的建设，有诸多利处。对任课教师而言，可以互

相学习、交流教学问题亦可以进行教学资源的积累；对学生而言可以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自我检测等。

特别《分类数据分析》课程更需要积累大量的案例，以便适应不同的专业。 
基于课程网站的日益完善，教师可以收集相关的网络资源提供给学生课前课后学习，亦可以将课程

网站上的测试题作为课后习题，丰富课程的内容。结合网络资源，能够找到更多适合不同专业的案例，

促进了优质教学资源进入课堂；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学的资源，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知识，拓展眼界。

从而丰富目前在教学上只有教师 PPT 讲解和上机复现教材案例的情况。 

3.2. 以小组为单位收集数据进行案例分析，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统计学不同于数学，在授课中应该强调案例分析和实践环节的教学。案例分析能够让学生更加体会

到实际问题转化成统计模型的过程，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转化的能力，也会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实

践环节能够真正的让学生从书本走向实际，从理论走向实践，将知识转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桂林理

工大学对《分类数据分析》课程配了大量的实践操作课。我们在操作课时，强调由学生自己寻找实际问

题，收集数据，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并撰写报告。实践问题中，常常最令人头痛的是数据，但如今科

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问卷调查，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搜集一些现有的数据进行实践。

以小组为单位调查分析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并撰写实践报告。比如研究分析校园中骑共享单车去上课

的学生是否与性别有关联。数据的收集可以借用互联网技术，在学院或者学校的学生群里发布问卷星二

维码链接进行调查，然后在上机课时进行分析。这样的收集和分析并不会给学生带来额外的负担，反而

会提升学生对分类数据课程的兴趣。 

3.3. 多样化的结课考核 

统计强调的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上的“平时成绩 + 期末成绩”不足以体现学生对本课程的

掌握程度，也不能确切的体现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因此以往的提交作业、提交上机报告作为平

时成绩的考量，还不足以体现这一方面的能力。因此，在平时的实操课上，应该强调这一点。桂林理工

大学在平时的实践课中，尤为强调这一点。我们通常通过学生自己寻找问题，撰写报告，并由学生之间

对各个组别的报告进行互评，互评的结果作为平时成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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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的期末成绩是由闭卷考试或者结课论文来考量的。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两种方式都不足以体

现学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针对统计学专业，我们可以采用灵活多元的方式进行考核。除

了结课论文的提交，还可以在提交结课论文中进一步地深化考核，采用演讲和讨论的形式对自己撰写的

结课论文进行汇报，增加提问和答辩的环节来考核。这将能充分的体现学生对本课程的知识的运用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多有利的网络资源层出不穷，这也将促进教学的方式的更新。不仅在于《分

类数据分析》课程，亦或是统计学专业的教学方法的更新，乃至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可以从中获利。

在统计学的教学中案例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生动有趣的案例不仅能够吸引学生提升对本课程的兴趣，也

能使学生更容易掌握知识点。同时也应多注意学生的实操能力的培养，使得他们能够成为综合性的应用

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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