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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计学》课程为服务于实用性理论知识普及的同时，融入价值塑造和职业素养训练，实现立德树人与

工程教育的有机统一。结合学院《统计学》课程多年教学实践，形成由“教师–教学团队–学院教授委

员会讨论–院务委员会”校企双方专家共同商定教学大纲机制，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基于“上下融合，

内外联动，轻松氛围”为理念，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形成PDCA持续课程教学质量改进机
制，实现课程蕴含思政教育元素，发挥出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打造出一门“以学生为中心”、理论联

系实际的《统计学》课程，使学生能力、教育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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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Statistics is to serve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actic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egrate 
value shap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training,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establishing vir-
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years of teaching prac-
tice of The Course of Statistics of the College, we have formed a mechanism of “Teachers - Teaching 
Team -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ollege - Faculty Council” to agree on the syllabus. In the course 
design proces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up and down integra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relaxed atmosphe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and a continuous course quality improv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PDCA i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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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ish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Course of Statistics. The cur-
riculum contain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lements, gives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in chan-
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reates a “student-centered”, The Course of Statistics course combin-
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so that students’ ability and education effect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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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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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大量学者开展了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

的融合研究。针对大学英语隐性思政实践中存在育人目标模糊化等问题，探索了“三化”对策，以实现

思政育人目标[2]。王红艳等[3]提出要注重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以教师为辅、学生为主的探索性

教学方针，鼓励学生追求创新、树立信仰。激发师生传承红色思想。范炳树[4]提出高校教育工作者要结

合专业课的教学特点，深入探究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结合点，最终才能使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有机融

合。赵小宁等[5]采用与专业课程相关的课程思政问卷，对专业学生思政教育情况实施问卷调查。刘士琴

等[6]认为在新时代下开展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融合必须具备新理念，远离传统数学专业教育与思政内容

结合的误区，并提出思政内容融入的可实践策略。 
《统计学》课程遵循学校“勤业惟诚、厚学致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和“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

办学定位，定位于满足新经济业态下“民航强国及上海亚太航空枢纽港建设”对航空管理人才的迫切需

要，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交通运输学和民航运输专业知识的“工–管”交叉融合的高素质应用型创

新人才。课程作为支撑《交通管理》专业培养“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的“工–管”交叉融合人

才的核心课程，服务于“实用性”理论知识普及的同时，融入价值塑造和职业素养训练，旨在实现立德

树人与工程教育的有机统一。 

2. “统计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学校搭建“航空类”平台课程目录，统计学课程作为航空类平台课程之一，主要是针对交通管理专

业开设，课题组在强调传统《统计学》学科的要点外，更要强调民航统计类指标。在众多兄弟院校也往

往只是对统计学进行讲授，但民航统计指标的教学是少之又少，客观上，使专业学生在论文设计等环节，

对民航统计指标缺乏认识，论文设计遇到了诸多障碍，不能充分满足专业要求。为保证人才培养紧密对

接航空运输企业的需求，结合学院本课程多年教学实践，形成由“教师–教学团队–学院教授委员会讨

论–院务委员会”校企双方专家共同商定教学大纲的机制，如图 1 所示，确保课程教学与行业需求、学

科要求、教育规律、教学规范相契合，将这四个方面融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具有现代性和专业特色的

课程既便于教师课堂授课、学生自学，达到每讲都具有学术性，同时又要有思政元素体现，又在一定程

度填补了目前《统计学》课程民航特色的不足。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2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程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11923 6760 社会科学前沿 
 

 
Figure 1. Flow chart of “school-enterprise common system” 
图 1. “校企共制”流程图 

2. “统计学”混合式课程设计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这对当代高校探索专业课程育人指出了方向[7]。上海各高校都基于专业课的特点开展与思政内容的结

合，力求潜移默化端正学生的思想，为高校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统计学作为一门研究数据的科学，通过

收集、整理与解释分析数据，挖掘数据中存在的信息，并得出相关的结论。统计学的学科特性也决定学

生可以利用课程学会分析数据的技能并加强思辨的能力，依托统计学这一专业课程为载体开展思政教育，

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好融入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日常教学中，最终培养出德育兼备的高校学生。 

2.1. 优化教学大纲和配套教学资料，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第一，坚持价值逻辑与知识逻辑相统一，科学把握课程思政建设方向。结合该课程理论性、系统性

强的特点，以课程主要内容的知识逻辑，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价值逻辑，包括“家国情怀”“职业素养”

“科学精神”“知行合一”等，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相统一。 
第二，坚持思政元素“生态式”融入教案，多维度价值塑造。根据课程知识点及其内在逻辑，集体

研讨、系统提炼思政元素，并将其“入深入细、落小落实”融入课程教案，针对本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

心理特征、成长规律和价值取向，“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设计思政内容，形成“生态式”

课程思政教案。如在民航事故统计中融入“法制思维”“严谨治学态度”“安全职业价值”的思政元素，

形成“统计表与统计图”章节思政内容的“微生态”。 
第三，坚持“化学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实现“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课堂教学方式方

法是确保思政元素育人成效的关键一环。在课堂上“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根据学生实时

动态灵活使用讲授、视频演示、研讨互动、统计课题沉浸式体验等方式方法，使得思政元素经过系列“化

学反应”，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入脑入心，课后愿意践行。 

2.2. 以“上下融合，内外联动，轻松氛围”为理念，强化课堂设计 

课堂互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课堂时间是有限的，高质量的课堂设计是让教学时间能够得到最

大化利用的有效手段，基于不同知识点的个性差异，进行线上线下[8]，课内课外的混合式教学内容教学

设计(见图 2)。 
1)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 
① 线上部分。首先，学生可以借助超星泛雅教学平台上丰富的基本资源、辅助教学资源、拓展教学

资源开展自学活动。就基本资源而言，主要包括教学方法、教学大纲等；就辅助教学资源而言，包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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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课件、教学微课以及习题思考等；就拓展教学资源而言，包括拓展视频、前沿成果等。同时学生也可

以利用平台上的章节教学设计功能来开展课前预习、课中互动以及课后温习活动。教师也可以借助平台

上的阶段性教学评价，通过问卷调查、意见反馈等手段，了解教学活动存在的缺陷，以便进行针对性改

善。其次，借助“学习通”APP，学生与教师可以借助移动通讯设备实时实地地展开沟通与交流，分享

自己的想法。 
② 线下部分。在课前，学生可以基于自学提纲，观看名师的教学视频，找到教学重点；在课中，教

师基于知识的个性特征以及学生的自学情况采用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

解，对重点、难点展开详细说明，并适当进行拓展教学，让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

在课后，利用适量的作业巩固课堂知识，帮助学生将新学到的知识与旧知识融合到一起。 
 

 
Figure 2. Mixed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knowledge point division 
图 2. 基于知识点划分的混合式教学设计 

 
2) 课内课外联合互动(见图 3) 
① 课外。教师利用“学习通”APP 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动态跟踪，和学生互动，帮助学生解答遇

到的问题；学生基于教师分配的任务开展分组讨论，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并完成结果提交给老师评审。 
② 课内。通过随堂测试了解学生的课内外学习状况，对测试结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详细讲解；

通过思维引导、比较分析、主题讨论、任务驱动、翻转课堂等各式各样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思维逻辑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增强，提升学习效果。 
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参与进来、深入统计教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着力激发学生的主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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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学习积极性、课堂参与度，使学生具备企业所要求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专业胜任能力，进而提高学

生综合素质。 
 

 
Figure 3. Division of knowledge point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图 3. 知识点划分与教学策略 

2.3. 改革考核方式，建立基于 PDCA 的持续课程教学质量改进机制 

课程组基于过程评价的基本路径，摒弃过去以考试成绩为核心的“唯结果论”的评价模式，结合课

程的个性特征，开展过程评价。过程性评价能够将学生的学习表现、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成绩等

方面的情况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是教师针对学生学习过程通过反复地观察所得出的评价结果，是一

种基于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建立起来的《统计学》课程的持续教学质量改进机制(见图 4)。综合考虑过程

考核成绩、平时作业、章节测试、翻转课堂表现，结合教学督导听课、学生及同行评课的反馈结果，使

课程组教师动态监测学生的学习状况，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地与学生沟通，引导其进行合理的调整，进

而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教师也能够了解到自身的不足，对教学内容、策略进行相应的优化，改善和提

高教学质量。 
1) 强化过程考核，考核标准精细化。抓课堂纪律、考勤纪律和考试纪律，进行翻转课堂，让学生参

与授课，并将平时成绩纳入期末考核指标，从而使学生更加认真地对待整个学习过程，尽可能避免了平

时不努力，考前抱佛脚的现象发生。 
2) 线上线下测试结合。在考试考查方面，进行积极实践探索。在实施传统性考核方式外，利用课程

网站的强大功能，结合教学进度，设置网上测试环节，检查学生对于已授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对于教学

进度和内容进行相对应的调节。同时，根据作业的内容选择线下和线上结合的发布和批改方式。 
3) 动态监控，客观化评比。公布课程考核方式和比例，让同学们了解评分依据。定期通过各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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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学沟通前期成绩情况，促进同学们比学赶帮超。使每位同学对自己的成绩计算依据都心中有数，清

楚自己改进的方向，调整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Figure 4. Continuous course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PDCA 
图 4. 基于 PDCA 的持续课程教学质量改进机制 

3. “统计学”混合式教学设计成效 

统计学是一门很古老的科学，一般认为其学理研究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迄今已有两千三

百多年的历史[9]。统计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了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课程团队通过

学习交流、集体备课和定期研讨，挖掘凝练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知识体系，根据航空、航天事业对人才

的要求，对统计学内容进行整合，突出因材施教和素质教育，基于思政元素特点灵活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通过课程评价结果反馈持续改进思政内容及教学方式，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不断提升，

引导同学们将科技兴国作为己任，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的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实际的教

学工作中，学生对将思政元素融入统计学专业课程反响强烈。一方面统计学作为一门通过数据分析问题

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更客观地认识世界，学生学习积极性强。另一方面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实际案例

增强了学生对于思政元素的掌握[10]。例如《县委大院》这台戏是如何开唱的？锣鼓声是从曹立新和梅晓

歌聊奶牛场数字造假开始的，把数字造假放在开篇当然是因为重要，旨在引导学生用求真务实的态度解

决问题，提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不出假数、严守秘密、公正透明、服务

社会等职业道德规范，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引领有实效，用人单位评价高。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修读本课程学生思想道德素养显

著提升，学院里涌现出许多好人好事，学生踊跃参加无偿献血、抗击新冠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团队教

师结合课程，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数模竞赛、汇创青春大赛等学科竞赛获得多项奖项，如数模上海赛区

二等奖获得者方沁悦同学说道：在组织队员设计、分析、计算、仿真及验证的各个环节受到的锻炼、历

练、成长是多维度的，非常显著的。用人单位调查报告评价学生具备良好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上手快，成为我们公司的中坚力量。 
探索了创新微项目制教学，学生能力得以提升。微项目对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其中项目中所包含的知识、技能尤为关键。学生运用本课程相关工具和方法，开展毕业论文和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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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如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候机楼商业模式的收益建模及仿真》，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同时，从学生所需掌握的统计知识体系出发，延伸《航空公司收益管理》《民

航质量管理》《航空运输规划》《物流案例分析》等专业课程群学科特色与优势，进行分科、分类、分

层构建课程群思政库，实现“纵向深挖、横向协同”，发挥专业育人的协同效应。 
教研成果丰硕，课程示范辐射。“基于课程思政的《统计学》教学研究”获批中国商业统计学会年

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鉴定结果为优秀，将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团队多名教师获得学院、学校青教

赛二等奖和教学明星称号，发表了课程思政教研论文，在全国范围内发挥课程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培

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做法，85%以上的在校生参加过

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学生思政素养显著提升。本专业社会声誉不断提升，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 

4. 结语   

《统计学》根据该课程思政目标，贯彻价值逻辑与知识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模块化挖掘设计思政教

育资源融入授课教案，通过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学生开展课前自学的热情，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难度较低的基础知识，初步理解部分难度相对较大的知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借助

多种类型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巩固已经学会的知识，了解自身的不足，实施“引企入教”，通过“对

话、合作、交流、实践与反思”的校企教师联合培训方式，进行针对性的完善，同时明确教学重点与难

点，进行详细、深入的阐释。从统计看民航物流的单向性与季节性、航空运输客货运输失衡、派送网络

的延伸竞争、航空货运市场开发，将课程思政教学方式从“嵌入式”向“融合式”教学转变，课程思政

教学与学科逻辑、专业逻辑、知识逻辑和价值逻辑进行“化学式”融合，深化“多样化”教学方法并灵

活、综合使用，实现从“灌输说教向隐形渗透的方法转变”，提升课程思政的价值塑造成效。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项目(s2021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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