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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是一门以数学理论为基础的应用课程，由于对数理统计知识的高要求使其成为

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通过在本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将抽象难懂的数学知识实例化，搭建数理知识与

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强化对这门课程专业知识的理解及应用，从而实现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教学

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强化，完成专业知识讲授和思想价值观完善的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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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experiment design and data processing is an applied course based on mathematical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37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7237
http://www.hanspub.org


汪冬冬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7237 1487 创新教育研究 
 

theory. It is a difficult course because of the high requirements for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By in-
trodu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is course, we can instantiate the abstract and 
difficult mathematical knowledge, build a bridge between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his cours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llaborative strengthening of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ata processing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mplete the same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value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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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社会高速发展，经济与技术发展一片繁荣。如何在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况

下，维持内心价值观及心理平衡面临巨大考验。很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校园后才开始面对真正的独立及

团体的生活学习。作为教师，如何在教学的同时，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正确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的形成是当前高等教育需要完善的内容[1]。特别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后，中国在最初面对疫情及

社会的压力下，全面动员全国抗疫，在一切前因后果未知的艰难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将疫情控制下来，

更是凸显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此种背景下，开展学生的科学知识以及爱国情怀教育以避免造谣

传谣显得更为迫切。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是工科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但是又具有较强的数学及统计学理论知识

储备要求。在经历了几年的课程讲解中发现，当介绍一个理论知识点时，可以通过详细认真的讲解，似

乎能对学生把知识点讲透，学生也表示对该知识点能理解。但是，一旦变换了一种说法或者不能直接看

到某个知识点的明确暗示后，学生可能会陷入迷茫境界。特别是，目前学生中普遍存在快餐式获取知识

的问题，一旦在学习中遇到了问题，不再需要深入长久的思考，直接利用网络上的课程资源或者交流论

坛等基本就能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难题。这种方式看似强化了学习效果，但是不经历深入思索而获得的知

识，在应用时可能出现内部机理不明确而导致错误的情况。一般抽象难懂的知识点一旦获得了一个具体

的形象描述，将会大大有利于对该问题的理解。因此，通过引入课程思政案例来形象化解释本课程理论

知识的内涵，再结合数学理论知识进行剖析讲解，有利于将重难点知识更为透彻的传授以及在面对实际

问题时的灵活运用[2]。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适合于这种通过课程思政将重难点内容实例形象化将数

理知识转变为实际应用的一门课程，开展这种抽象性课程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探索，可以实现理论知

识传授与思想教育协同效果。如何实现课程思政自然融入教书育人环节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3]。 

2.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的特点 

2.1. 课程应用面广但难度大 

本课程主要包括实验的科学设计以及数据结果的分析处理，其中的理论方法不仅在化工、环境、能

动等专业有着广泛应用，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生产生活中。可以帮助我们在解决问题前形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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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面的思路，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提供快捷方便的方法，以及在问题处理完成后形成前因后果的判断及

分析。该课程主要特点包括：1) 课程使用面广，实用性强；2) 理论知识要求高，难点多；3) 多学科内

容交叉多等[4]。例如，实验设计中最经典的方法–正交实验设计，在实验设计阶段可以通过多参数多水

平的实验设计，初步进行主要因素的筛选，简化实验数量，明确实验目标；在实验完成后，既能通过少

量实验反映全面实验的结果，又能根据结果分析出各因素影响的主次顺序及显著程度。再如，当需要考

虑某个间接测量物理量的误差时，需要采用误差传递来进行处理，此时不仅需要了解误差传递的类别以

选取合适的误差传递公式，而且需要了解具体的测量过程以确定涉及的直接测量物理量对于结果的影响，

这就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才能开展。因此，可以看到，想要用好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这门课程的知识，

不仅要具备数理知识，还需要专业相关知识以全面了解整个测量过程的进行以及结果的处理。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较好地掌握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实验和实际生产中发现、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 

2.2. 课程吸引力及趣味性需提升 

该课程是一门应用领域相当宽广的现代化技术课程，能够指导对未知问题的探索以及对有用信息的

高效总结。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在有限的实验条件下用最小工作量的实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信息，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有效、合理的分析，挖掘数据潜在的、本质的规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了：误差和数

据处理、有限数据统计、方差分析、理论模型的建立、线性回归和曲线拟合、质量控制、正交设计理论、

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等等[5]。课程所涉及的概念、计算以及应用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

但是，由于这些理论知识对学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得这门课的吸引力和趣味性不足。如何在课程教

学中，丰富教学方式，让复杂难懂的知识以一种已接受的方式传播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误差和偏差的

概念很接近，在没有学习本门课程前的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了解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在方差分析的

计算中，对于给出的因素在不同水平下的多次重复实验，很容易混淆行和列数据的意义，一旦变换了行

和列的数据分布方式，在公式计算中很容易出错；在对大数据搜集到的大量信息处理时，不清楚具体需

要使用哪种模型，像估计平均值时不清楚 t 检验和 F 检验的区别。这些细微的区别导致学生在理解应用

上有着较大困难，此方面的教学改革探索也是当前教育的一大需求。 

3. 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 

3.1. 思政元素推进教学内容形象化 

数据处理这门课程涉及较多的数学理论及统计学知识，需要高等数学的知识作为前期基础。在上课，

特别是考核的过程中发现，现在很多同学的知识吸取还是停留在课本上，一旦脱离理论转换成实际应用，

往往面临一片茫然、不知所措的转态。怎么样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吸收并应用这种数学知识是教师必须去

思考的教学过程。在我们长期的学习及记忆技巧中，经常提到联想法、形象化描述、思维导图等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将复杂难懂的内容转变成自身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吸收消化。因此，本文考虑在实验设计

与数据处理这门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通过思政中的价值观及思想理论将抽象化的课程知识形象实例化，

既可以强化抽象知识点的学习理解，又可以实现课程思政教育，从而实现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向

同行，达到协同发展的目标。 

3.2. 教学内容促进课程思政具体化 

通过理论课和实验课是学生掌握相关的统计基础知识，使其具备一定的科研课题设计及研究结果处

理分析能力，从而更好适应新时代大学生教育，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掌握数据处理及实验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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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将课程理论知识实际应用，从而有利于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发展；具备工科专业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建立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案例体系，为学生树立良好的

教育观，培育为国家做贡献、实现个人价值的理念。 

4. 教学与思政同向同行的探索 

4.1. 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结合 

为了实现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避免填鸭式的直接灌输，需要深入挖掘该门课程的知识

点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保证两者间的相互关联与自然衔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如图 1 所示，可从课程中涉及的很多难点内容中，通过思政元素的挖掘，丰富教学内容和方式，让

学生更好理解其中的概念、开展公式的计算、实践知识的应用。 
 

 
Figure 1. Par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图 1. 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部分结合点 

 
通过充分挖掘本课程相关的德育、思政元素，将正能量引入课堂，把培育筑梦新时代、民族复兴的

精神融入课程，提升家国情怀，政治担当，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在本课程中就可以挖

掘很多思政元素，例如： 
1) 误差和偏差：插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典故。找准参考对象，从而追求完美。误差和偏差都能反

映一定的数据偏离程度。但是误差表示的是测量值与真实值的差距，而偏差表示的是测量值与平均值的

差距，两者相近，但是有着本质不同。 
2) 有效数字修约：以前常用的“四舍五入”为什么要改成“四舍六入五成双”(更为公平公正)；实

验设计中追求完善及效率难以平衡，科学的设计方法能够提升效率，但是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避

免浮于表面的学习，学会理解各种模型的特性以合理利用。 
3) 多目标评价–综合平衡法与综合评分法：以学生能理解的学分绩计算及评优为例讲解这部分内容。

学生成绩的学分绩的计算就是综合评分法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课程的学分不同，导致每门

课程在学分绩计算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比如高等数学的课时及学分都很高，这门课相应就有着更高的重

要性。而综合平衡法与现代素质教育的评价类似。 
4) 离群值检验：插入登门坎效应。极端的对象更容易被发现，离群值一般出现在最小值或者最大值，

根据离群值检验标准判断是合理的误差还是具有本质区别。例如，在生活学习中要做到求同存异，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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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行为规范不出格，也要保持个体独特个性与活力。 
5) 方差分析：西游记里面师徒各自的作用，以及如何展现各个成员的作用。方差分析是利用数学知

识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区分开来，从而判断每部分的影响大小。我们每人也有不同的个性及特长，如

何正确认识自己，发挥个人价值也是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 
6) 交互作用：插入伯牙与子期的典故。团队的加成，每个成员会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也会相互影

响带来整体结果的变化。俗话说，“散是一盘沙，聚是满天星”，个体在单独和团队中的表现可能是截

然相反的。因此，需要努力追求积极向上的因素，提升思想和价值。 
7) 正交表：均衡全面的设计，合理均衡的设计有利于简化流程，优化结果。战国•楚•屈原《卜居》：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对研究对象具体评

价分析，找出各自的优势。 
8) 主成分分析：将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为一组新的、彼此无关的综合指标。这个分

析方法的思路指导我们要有发现的眼光，特别是在当前的大数据环境下，如何从众多信息中挖掘出有效

可靠的信息，需要科学的理论分析方法。 
9) 最陡坡法：插入韩信成长故事，最累的过程可能带来最快的结果。韩信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早期

穷困潦倒、被人嘲笑，经过努力成长为一世枭雄，很值得借鉴学习。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难题时，也要用

这些精神激励自己，一旦克服了当下的困难，随后迎来的将是灿烂曙光。 
10) 聚类分析：插入三个皮匠和三个和尚的故事，不同类型的组合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通过不断

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发展团队和方向。每个人有自己的专长与缺点，因此需要进入团队以取长补短，

发挥集体的力量来更好解决问题。而三个和尚的故事说明，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责任不落实，人多反而

办不成事。 

4.2. 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为了实现本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可以从图 2 所示的几个方面来开展。 
 

 
Figure 2. Simultaneous exploration on course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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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位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教学目标，实现协同育人。主要包括：修订教学大纲，增

加软件实践、仿真实验及自主学习等方式提升学习效果；拓展教学方法，将课程知识应用到科学研究中，

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改革教学思路，通过翻转课堂增加学生的讲课体验，教学讲解中多增加实例并将

前后知识点串联，形成有机整体知识系统；调整考核方式，结合实践成果和思政育人效果进行评价；融

入科研实践，验证课程改革效果；提升教师水平，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实现技能与素养综

合能力提升。教师通过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实践探索，提升自身德育能力与育德意识，在教学改革中融

合创新的教学模式，实现职业素质培育与课程育人的升华。 

5. 结语 

通过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作为人民教师的使命，

能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源源不断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能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凝聚人才、培育人才、输送人才，是衡量一所教育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

服务自己国家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

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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