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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心理统计学》教学中使用数据进行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然后结合SOLO分类理论，

探讨了如何建立《心理统计学》教学数据集，最后给出了几点教学建议，为《心理统计学》教师建立与

使用数据以促进教学效果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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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irstly elaborated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using data in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teaching. Then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SOLO) Tax-
onom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ways to establish the data set for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teaching, 
and finally g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ers about using data to promote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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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是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模式阐述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坚持心理学

的科学研究导向(彭运石，袁俏，2009)。在这种导向下，《心理统计学》也逐渐确立了它在心理学专业课

程中的基础地位。《心理统计学》教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会学生使用数据整理与分析方法，对心理规律进

行从样本结果到总体结论的推断并做出一般心理规律的总结。在《心理统计学》教学中，学生会面对大

量的抽象概念、统计公式以及纷繁复杂的统计方法选择，这使得很多心理学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对《心

理统计学》望而生畏。因此，如何让学生能够对特定的统计方法产生深入理解并能够灵活运用存在很大

困难。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各种统计分析方法，数据在教学过程中就必不可少，而忽视数据案例的运用

又比较常见(李伟等，2015)。《心理统计学》中所使用的数据可以是包含有少量变量与少量样本的单一数

据，也可以是大型研究项目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统计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另一方面还能够促使学生将他们所学的统计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卢曲琴等，2020；江梅，2010)。
那么，在《心理统计学》教学中，我们应从哪里寻找数据？如何使用数据？在众多的数据中，如何将它

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本研究以 SOLO 分类理论为指导，探讨了《心理统计学》教学数据集的建立及应用。 

2. 《心理统计学》教学中数据使用存在的问题 

心理统计学是通过将杜会心理现象进行数据抽象化及一系列具体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对社会心理

现象进行解释并还原社会心理现象的规律。多项研究均强调统计学教学要多采用数据案例，适当减少数

学推导过程(石红溶，2021)。因此，《心理统计学》教学需要利用大量的与社会心理现象相关的数据进行

教学与学习。对于多数从事《心理统计学》教学的教师来说，进行《心理统计学》教学的最大挑战就是

建立教学数据集或数据库。在建立或使用数据集时，不同的途径或方式都可能会存在相应的问题。 
第一，针对每种统计方法建立或选择相应的数据集。这样数据集就包含有众多数据文件，这些数据

文件很可能毫不相干，即每个数据仅能贴合对应的统计方法，而数据文件之间不存在现实意义的相关。

这种传统方式对于统计方法的讲解是“孤立”的，学生难以在所学统计方法间建立知识连结，导致不同

部分统计知识互相割裂，很难让学生整体把握各种统计方法之间的联系、形成知识框架(董圣鸿等，2020)。
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学生也不能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如果教师努力建立现实意义相关的多个数据文件，

教学任务量又必然会大大增加。 
第二，建立唯一的、能够适用于绝大多数统计方法的数据文件。在这种方式下，这种单一的数据文

件很可能难以满足所有统计方法的要求，有时可能会存在方法不合适而勉强使用的可能。这种方式还可

能会使学生产生错误的统计思想，即同一批研究数据需要用绝大多数甚至是所有常见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第三，在教师组织下，学生共同完成研究项目所采集的数据。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学生可以很好地将

统计方法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但问题可能会更多。除了难以调动所有学生参与数据的采集与整理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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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避免上述第二点唯一数据文件所存在的问题。另外，学生还可能会因为缺乏经验而采集到不准确或

不全面的数据，导致后期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不便或得到有误导性的分析结果。 
第四，学生以个人形式或小组形式自主建立项目并采集的个性化数据。同第三种方式相同，此种形

式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学生将数据统计方法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但存在的问题也同样突出。首先，

研究项目从何而来？劣质的研究小组项目不但会增加教师与学生的时间与资源负担，还不能收集到课程

需要的数据，对学生严谨科学思维的培养也非常不利。其次，每个学生个人或学生小组所建立的数据文

件不同，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如以哪个小组或学生的数据为主？

若多个数据都适用于某个统计方法时如何引导学生高效地利用数据？同学之间如何就不同的数据进行沟

通？这些问题是每个教师与学生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以上数据集建立方式均存在各自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抛弃不用。在教学中上述数据依然

非常重要，也是《心理统计学》教学必不可少的。对上述数据使用的关键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进

行整合利用，使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心理统计学》的教学与学习。 

3. SOLO 分类法对教学的启示 

SOLO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Taxonomy)分类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最初由 Biggs 和 Collis (1982)两位教育心理学家提出，是一种评价学生学习质量的理论。他们认为学生在

解决问题时所表现的思维结构是可以检测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观察的学习结果结构”。此分类理论认

为，任何学习结果的数量和质量水平都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单维到多维、从无序到有序。因此，学生对

某个问题的学习结果可划分为不同的水平(表 1)，分别是前结构水平(Prestructural level)、单一结构水平

(Unistructural level)、多元结构水平(Multistructural level)、关联水平(Relational level)及扩展的抽象水平

(Extended Abstract level) (蔡永红，2006)。 
 

Table 1. Five level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LO Taxonomy 
表 1. SOLO 分类法的 5 个水平及其特点 

水平 特点 

前结构水平(P)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被之前所学的无关知识所困扰或误导，难以建立起已有知识 
与问题的关联，在解决问题时逻辑混乱。 

单一结构水平(U) 学生仅凭单一材料或线索就作出问题结论，常忽视问题的内部矛盾。 

多元结构水平(M) 学生利用两个或多个材料或线索解决问题，但不能察觉到这些材料或线索间的 
联系，缺乏对材料的整合。 

关联水平(R)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利用多个材料，同时能够将材料整合一起，从而对问题 
进行系统思考与解决。 

扩展的抽样水平(E) 学生能够对问题相关的多种材料与线索进行归纳与抽象，从理论的高度将具体 
问题拓展到普遍意义。 

 
根据 SOLO 分类理论，学生学习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并提升的过程。对于每一项学习任务，学生都

需要经历一个或多个 U-M-R 的循环，前一个水平的发展是下一个水平形成的基础。教师不应为了顾及教

学进度而缩减某一水平的教学过程，否则学生就无法理解高水平的教学任务。 
SOLO 分类能够用来帮助教师诊断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而确定教学的目标与计划，是教师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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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常有效的工具。目前，多项研究已经探讨了 SOLO 分类法在不同学科教学中的应用(陈静文，2013；
陈蓓，2009；黄牧航，2004；任春艳，2014)。根据 SOLO 分类理论的观点，在教学上教师要先识别学生

已经达到的学习水平，再制定合适的教学目标、开发合理的课程计划，通过对教学的过程性评价提升教

学质量。 

4. 基于 SOLO 分类法建立《心理统计学》教学数据集 

基于《心理统计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经过多年教学过程的探索，试图建立一个多层

次的教学数据集，此数据集的不同层次如下表(表 2)。 
 

Table 2. The ways of establishing data set for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course based on SOLO Taxonomy 
表 2. 基于 SOLO 分类理论的《心理统计学》教学数据集建立方式 

数据来源 数据特点 教学目标 达到水平 

教材章节例题 样本量少，适用方法单一。 
通过自主预习与课堂学习教材章节内容，让学生初步理

解统计学基本术语与概念，能够对教材例题进行计算与

基本软件操作。 

单一结构 
水平(U) 

统计软件配套 
数据 

样本量较大，可用两种或

多种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但问题目标较分散。 

联系所学的统计学基本概念与方法，让学生形成大样本

概念，使学生能够对数据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多元结构 
水平(M) 

教师研究项目 
数据或开源数 

据 

有明确的问题目标，样本

量大，可让学生在问题中

将多种统计方法进行整合

分析。 

从特定的项目研究问题出发，使学生围绕研究主题对数

据采用综合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促使学生通过项目数据

的分析形成多种统计方法间的关联，建立对心理统计方

法的整合认知。 

关联水平 
(R) 

学生小组研究 
数据 

由心理学问题出发，学生

自主设计研究方案并收集

数据。 

通过让学生对小组所关心的心理学研究问题进行思考

并设计研究方案，帮助学生学会从问题假设出发，思考

可能的数据结果，进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并

进行分析验证，促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抽象与归

纳，从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拓展到一般理论高度。 

扩展的抽 
样水平(E) 

 
依据 SOLO 分类理论，对应不同的水平，本课程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心理统计学》

理论教材每个章节的例题、统计软件教材配套的大样本数据、教师研究项目的部分数据或者网络开源数

据、课程末期组织学生分组实施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这四种数据在教学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是

带领学生从解决单一问题到复杂综合问题的教学与学习过程，每一种数据来源对应特定的教学目标与学

习成果水平。 
前两种数据虽然只能解决简单的问题，问题与问题之间也难以建立有机的联系，但它们对于初学《心

理统计学》的同学来说容易理解、好操作分析，有助于学生扎实掌握每种独立的统计分析方法，也有助

于打消学生对学习《心理统计学》的畏难情绪。第三种数据的使用需要学生充分熟练与掌握前两种数据

的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面对带有特定研究问题的研究项目数据，学生才不至于逻辑混乱、无从下手。

通过第三种数据的教学，学生可将无联系的、独立的各个统计分析方法整合起来，形成不同方法与概念

间的联系整体。比如，通过课堂使用“感觉寻求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系”这一研究数据，可以让学生

在一个研究主题中使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等

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知道多钟统计分析方法在解决一个研究问题中的相互关联，再结合此数据的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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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安献丽等，2022)，提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整合能力。同样，教师其他研究项目的数据也同样可以应用

于教学(An et al., 2017, 2019, 2022)。最后，在学期末通过让学生围绕特定研究主题，实施一项小组研究，

自己实施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进一步提升对《心理统计学》课程知识点的整体认知，促进学生将对具

体问题的解决拓展到对一般理论的认知高度。 

5. 建议 

5.1. 教学过程以学习结果评价为指导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运用 SOLO 分类理论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切实保证学生达到了

某个学习目标再让学生进入下一个水平的学习。目前，SOLO 分类理论已经从单一的学生学习质量评价

功能延伸至指导设计课堂教学目标、创建课堂教学材料以及评价课堂教学过程等领域。 

5.2. 根据学习结果分层次有序使用《心理统计学》教学数据 

以 SOLO 分类理论为指导，建立《心理统计学》教学数据集与划分《心理统计学》学习认知水平的

同时，教师应深入结合课程目标，明确学生的不同学习层次的具体表现，将《心理统计学》数据集使用

安排层次化、使用目标清晰化。教师应遵循《心理统计学》知识的逻辑设计，有层次地使用数据，这样

才能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渐进有序发展。 

5.3. 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 

课程思政相关研究自 2016 年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课程

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教师可利用统计学的知识解释我国取得

的社会经济生活成就，让学生通过数据了解国情与民情，坚定四个自信(张虎，肖磊，2021)。 
 

 
Figure 1. COVID-19 monthly mortality rate of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rom 2020 to 2023 (per 100,000) 
图 1. 2020 年至 2023 年每月不同国家人口新冠死亡率(每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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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冠疫情在过去三年肆虐了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自新冠爆发以来，集中了世界各国每天的

新冠新增与累积感染人数以及新增与累积死亡人数(部分数据如图 1) (Daily cases and deaths by date re-
ported to WHO)，任何人都可以顺利地下载到这些数据。教学中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学生可以切实感

受到我国的抗疫成果是巨大的。让真实的数据说话，有助于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的制定，体验

到国家最大程度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不易与科学性。在《心理统计学》课程中教师所采用

的数据还要注重利用心理健康、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等相关数据，将具体的心理相关问题通过数据表达

出来，引导学生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寻找国民心理健康的促进因子与危险因子，这不但对提高教学

质量有利，还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专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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