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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统计学专业的导论课为例，本文讨论如何在缺乏相应的教材前提下，将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相融

合，在课堂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根据导论课的课程目标，通过设计8个教学专题，从六个方面

对学生的爱国情怀、法制意识、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进行培养，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形成，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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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introduction course of statistics majo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
gr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in the absence 
of corresponding textbooks, so as to influence students imperceptibly in classroom teaching.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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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ing to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of the introduction course, eight teaching topics are design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sm, legal awarenes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six aspect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implement the fun-
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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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上强调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提出“思政课要引导学

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教师在课堂上展现的情怀最能打动人，甚至会

影响学生一生。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

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

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等关于课

程思政的重要论述。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意，更是必备内容”[1]。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努

力做到“门门有思政，人人讲育人”。 
《统计学导论》作为统计学专业给大学一年级新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导论”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

解本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专业发展、应用领域和社会需求等情况。因此其具有前瞻性、示范性

强的特点，并且是统计学其他专业课的总领和概况，为培养学生对统计学专业的认同感，提高学生的专

业认识，激发学生学好专业课程信心，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和科学精神，指导学生做好学业规划，为学生

形成统计思维和意识打好基础。因此，《统计学导论》适合作为统计学专业的思政课程建设的“试验田”，

对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养成统计科学思维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本文探索《统计学导论》课程在缺乏相应的教材条件下，将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相融合，充分挖

掘思政元素，科学合理设计思政教学案例，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合理有效地把思政元素

传授给学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2]。 

2. 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践 

与其他专业课程不同，统计学导论课作为一门专业导论课，缺少相应的配套教材，而且面向大学一

年级新生，学生还未接触到统计专业课程，很多统计知识不了解，不清楚，这无形中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因此大部分高校以讲义报告等形式开展教学[3]。以苏州科技大学统计学专业为例，统计学导论课程设置

了 1 个学分对应 16 学时，课时少，无法进行详细的讲授，根据课程目标主要是让学生初步认知本专业的

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职业发展、应用领域等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精心设计了 8 个教学专题内容分

别为：统计学专业介绍与职业需求；统计是什么与统计软件；统计学的历史发展与统计法规；概率论基

础；数据收集与处理；数据中的总体信息初步描述与数据可视化；常用统计方法；统计在实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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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景展望。我们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指导，从 8 个教学专题内容中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主要涉及到如下的六个方面。 

2.1. 培养统计法制思维 

1983 年 12 月 8 日我国公布了第一部关于统计的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期间经过一

次修订，2009 年 6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的最新修订。2017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目前已有统计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形成了完备的统计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是在总结新

中国成立以来统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的开展，保障统计数据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供法律保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4]。 
作为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同学毕业后会从事数据相关的工作，因此《统计学导论》课程有必

要渗透一些法治思维培育的要求，让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相关的法律文件。通过课程

的讲解加强学生的法治教育，从而促进其法治思维的养成。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

作，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因此需要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这就需要

教导学生在数据信息采集和调查以及上报数据时，要关注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还

要注意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以及隐私等等，坚持做到依法统计。在课程的讲授中，通过一些典型违法案

例，如某统计工作人员为完成任务非法干预统计数据案例、某企业虚报工业总产值数据案例、某企业重

复计算产值造成统计违法等，让学生明白统计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对待统计数据，某些看似微小的不当行

为就可能会触犯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第六章法律责任[5]中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以及责任人员的违规行为以及处罚情况。通过《统计学导论》课程的学习，

能够让学生了解统计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促进学生统计法治思维的培育和能力提升，避免在今后的工

作中产生失误和过错，特别是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 

2.2. 提升职业道德素养 

对今后从事统计工作的本专业学生来说，通过《统计学导论》的学习应做到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

“实事求是，不作假数”。国家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统计人员职业道德，因为统计分析得出的相应

结论必须是建立在正确的数据基础上，这样才能保障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及时做出科学、

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然而在现实工作中，有很多的典型案例显示，相关工作人员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

玩忽职守，业务不精炼等原因，导致统计信息编制不规范，统计信息失真甚至是弄虚作假的情形时有发

生，这首先是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的缺失。在讲解数据收集与处理时，教师应向学生强调在统计活动中，

一定要坚持规范数据收集、审核、整理、上报等行为，做到诚实守信、实事求是。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

修养和业务水平提高，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可信。这是作为统计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 

2.3.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 

统计学与很多学科互相交叉融合，只要有数据产生的领域，统计学就能发挥其作用。统计学被广泛

的应用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作为一名统计学专业的学生，需要会运用所学的统计

学专业知识，去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特殊现象。如在讲解统计是什么时，列举了 6 连

号和 14 连号的例子。甲乙两地举行经济适用房的摇号，甲地有 5141 名参与摇号中签 124 名，出现了 6
连号，经查发现造假。乙地有 1138 名参与摇号结果中签 514 名，出现了 14 连号，但是经调查未发现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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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问题。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学生要会利用统计学知识分辨事物的真伪，不要人云亦云。只需分别计算它

们出现的概率就能解释。甲地 6 连号出现的概率为 0.0000008，低于百万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事件，而

乙地 14 连号出现的概率为 0.0083，接近百分之一是又可能发生的。在讲解数据收集时，特别是做统计问

卷调查时，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社会敏感问题，学生们一定要带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注分析数据背

后的故事，如居民对新冠疫情管控的看法、中小学教育“双减”问题、环境保护满意度问题、大学生对

网络不良信息的抵制能力等。现在网络发展迅猛，微博、头条、抖音等平台充斥着大量的自媒体内容，

里面暗藏了很多假新闻以及各种骗局。经常看似有理，实则只需用一些基本统计知识就能分辨真假，我

们学生应避免这些负能量文章转发传播，积极向平台举报。这就需要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明辨是非善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统计知识进行案例分析，对观点偏

颇、统计滥用的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找出其问题所在，厘清错误，传播正能量[4]。 

2.4. 培养辩证思维能力 

在讲解概率论基础时，我们会提到一些概率统计的概念和定理，不但要让学生了解概率统计的基本

知识，而且还要挖掘其中丰富的哲学思想。我们知道随机现象是偶然的，但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偶然

中蕴含着必然。比如概率与频率的关系，概率是反映随机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在课堂上通过让学生

使用统计软件编程模拟投币试验来验证频率的偶然性，每次选取不同的试验次数，运行结果会产生不同

的频率，但随着投币试验次数的不断增多，频率会越来越接近 0.5。比如模拟 100 万次的投币出现正面的

频率为 0.500227，接近正面出现的概率 0.5。在讲解知识点的同时启发学生去理解概率和频率中蕴含的辩

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偶然性和必然性对立和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4]。此外，还有全概率公式与贝叶

斯公式、数学期望与方差、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知识点也同样蕴含了如量变产生质变、矛盾的特殊性

与普遍性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2.5. 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在讲解统计学的历史发展时，统计学起源于研究社会经历及问题，为国情咨询，政策制定服务。国

家在管理和制定重大政策时需要收集和分析各种数据，比如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等。这些数

据见证了中国发展历史，从中能够展现出我们国家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

国 GDP 增长与世界主要国家对比，国民经济宏观数据分析、市民生活和消费水平调查数据、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的数据变化等，可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直观的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国家

在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通过这些案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增强学生对党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四个自信”。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统计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鼓励学生学好本领，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6. 提高个人思想品德 

在讲解概率论基础时，我们知道小概率原理是指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在一次试验中是几乎不

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小概率事件在一、两次试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大量重复试验下，该事件几乎

是必然发生的。比如小偷盗窃，虽然小偷每次被抓的概率很低，但是如果偷盗的次数足够多，那么被抓

到一次的概率几乎是必然事件，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告诫学生“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6]。
还可以引用伊索寓言《狼来了》的故事，利用贝叶斯公式，计算放羊娃在前后说了两次谎后，人们对他

的可信度的变化。我们假设放羊娃在人们心中的可信度达到 95%，他第一次说谎后在人们的心中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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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一下跌到 50%以下，第二次说谎后在人们心中的可信度会急速下降，低于百分之一。通过这个故事

可告诫学生，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只要你说过谎，就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7]。 

3. 结束语 

统计学导论课是新生入校后了解统计学的起源、发展、应用的一门课程，对于塑造学生的专业认识，

培养学生的专业热爱和学习兴趣，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道德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对本课程的思政元素进

行充分挖掘，设计合理的思政教学计划，潜移默化地将思想教育和专业知识融入到本课程教学中，起到

立德树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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