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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在专业课程中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为了实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思政育人效果，文章以

《统计学》课程为例，以OBE理念为指导，从确立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目标出发，明确课程思政设计总

思路——目标和内容、思政元素、融入模式、效果评价等方面，并通过实际案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

践。可以看出本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完整、合理和可行，也为同类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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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 of “spring breeze turns into rain, moistening things si-
lently”. Taking the course of Statistics as an example and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OBE, this paper 
defines the general idea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the direction and objectives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cluding objective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18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183
https://www.hanspub.org/


高爽 
 

 

DOI: 10.12677/ces.2024.124183 89 创新教育研究 
 

and cont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on mode and effect evaluation, and car-
ries out the practice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through practical ca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this course is complet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and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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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纲

要》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深入贯彻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

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统计学》是研究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以及由数据分析

得出结论的一门方法论科学。本课程是教育部指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后续其他专

业课程学习提供扎实统计分析基础。如何在 OBE 理念指导下，通过统计学的课程思政建设，让其在各个

学科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纵观现有文献，不同学者对《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有不同做法。如董明涛(2023)谈到《统计学》课

程思政的意义、存在问题以及教学内容设计等[1]。李德奎等(2023)从家国情怀、意志品质、职业素养等

视角，挖掘与统计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等[2]。张亚峰(2022)提到《统计学》课程教学中，从总体

思路、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等方面积极加强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用好课堂教学

主渠道，发挥立德树人功效等[3]。刘枚莲等(2023)基于 OBE 理念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

教学改革[4]。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思政资源自然融入教学内容以及课程思政的效果量化评价等较少讨论。

本文将在 OBE 理念指导下，具体讨论《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与实践案例。 

2. 《统计学》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 

统计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平台课，以培养统计思维、讲授现代统计工具为手段、使学生

掌握统计方法为目的。课程通过讲授统计学的基本概念、思想和模型，使学生掌握收集、整理、分析、

解释数据的方法，并理解各种方法的目的和适用场景，也是让学生树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统计

工作原则，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备“用数据说话”的解读能力。 

3. 《统计学》课程思政设计总思路 

通过学期调研以及教学团队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本校学生存在以下问题：学生对统计重视度低、统

计思维弱、统计应用意识差。为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有以

下内容。 

3.1. 确立三目标和四内容 

立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和课程标准，对课程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坚持立德树人，确立思政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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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将三大教学目标有机融合以实现三全育人为目的。其次对教学内容整合和优化形

成四大教学内容(表 1，表 2)。 
 

Table 1. Three objectives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表 1. 《统计学》课程三目标 

育人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爱国热情、培养学

生的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鼓励学生

求真务实和追求真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和基本方法，并理解各种统计理论和

方法中所包含的统计思想。 

学生能灵活运用统计方法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 

 
Table 2. The fourth content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表 2. 《统计学》课程四内容 

统计数据搜集 统计数据整理 统计数据分析 统计结果报告 

3.2. 精准思政元素切入点 

在教学实践中，为了实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思政育人效果。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首先对每一

部分教学内容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5]。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八大思政元素精准对应每一部分教

学内容(表 3)。 
 

Table 3. Eigh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Statistics” course 
表 3. 《统计学》课程八大思政元素 

优化内容 思政元素 育人目标 

统计数据搜集 实事求是 
严谨认真 

学生在统计数据搜集过程中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培养耐心细致的工作作

风和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 

统计数据整理 诚实守信 
科学创新 

学生在学习统计整理知识、统计图表制作及展示过程中追求精益求精、尽

善尽美，培养学生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统计数据分析 家国情怀 
求真务实 

学生通过学习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等统计方法，培养学生辩证看待问题，

尊重事实，不篡改数据结论的职业素养。 

统计结果报告 辩证精神 
责任担当 

学生通过撰写规范的数据分析报告、规范的图表展示、规范的引用格式等，

引领学生养成学术规范。 

3.3. 设计 123 思政融入模式 

为了将课程育人资源简明自然、潜移默化的嵌入到课程中教学过程中，形成具有特色的“123”课程

思政融入模式。 
首先，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实际经济社会的热点话题为依托，将统计思想、

模型方法与思政元素进行有机融合这一思路。课堂中通过“案例显真情”“问题激兴趣”“实践出真知”

等融入方式，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到各章节内容。实现“一个融入”。 
其次，践行课堂与实验、线上与线下的“两个结合”。在讲授和实操中实现“家国情怀，民族自豪；

诚实守信，科学创新；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等思政元素对课程内容的浸润。 
最后，通过课前讨论、课中讲练、课后思考环环相连、步步紧扣的全过程。实现不同层面的育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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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通过“123”融合模式，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坚定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打造了真情、真感、真知的统计学思政课堂(表 4)。 
 

Table 4.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Statistics” course 123 
表 4. 《统计学》课程 123 思政融入模式 

一个融入 

两个结合 思政元素 章节内容 融入机制 三个阶段 

课堂 + 实验 
线上 + 线下 

八大精准 
思政元素 

四大优化 
教学内容 

案例显真情 
问题激兴趣 
实践出真知 

课前 线上布置任务、预习、收集问题 

课中 问题导入、案例分析，知识讲解，方法实验 

课后 在线讨论、作业互评、数据分析报告 

3.4. 形成“二维四主体”思政考核评价方法 

学生是课程思政最直接的学习者、感受者、获益者，评价课程思政效果应立足于学生，以学生视角

检验课程思政效果。由此，构建评价获得感和评价实践感两个维度，从四主体进行评价评价主体包括校

内专业教师、校外实践导师及学生主体。从而打造具备实时有效评价数据的“有效”思政课堂(表 5)。 
 

Table 5. “Two-dimensional four-subject” evaluation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atistics” course 
表 5. 《统计学》课程思政“二维四主体”评价模式 

二维 
四主体 

学生 专业教师 辅导员 实践导师 

评价获得感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知识点的扩展情况 

评价实践感 知识点的应用情况 知识点的扩展应用情况 

4. 《统计学》课程思政设计实践案例 

本实践案例来自统计数据整理中“平均指标”，本知识点重点讲授平均指标的含义、特征以及应用，

并要求学生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计算平均指标，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实现统

计专业思维解读中国故事。 

4.1. 确立目标 

1) 知识目标：让学生明白平均指标的含义，能够区分各个平均指标，学会计算各个平均指标。 
2) 能力目标：能利用平均指标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能结合我国经济社会数据计算与解读

各个平均指标，从而用专业统计思维去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规律。 
3) 育人目标：分析过程中，做到不歪曲数据特征，不误导读者，坚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持有辩证精神看待问题。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国问题，认识国情，激发爱国情怀、

责任担当。 

4.2. 设计思路 

本知识点按照“123”课程思政设计模式。以实际经济社会热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人均可支配

收入数据遭质疑”为问题，利用课前任务、问题导入、知识讲授等环节进行平均指标相关知识与思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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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机融入。同时践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且经过课前预习、课中讲练、课后练习这“三个阶段”讲

授平均指标的含义以及各个指标的应用和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能力，在讲授和实践中实现

“严谨认真、实事求事”等思政元素对课程内容的浸润。 

4.3. 实施过程 

1) 课前发布任务 
教师通过超星学习通发布二项课前任务，实现复习与新内容引入的目的，同时让学生在问题讨论中，

激发学习兴趣，并思考如何用统计专业知识解读社会质疑。 
任务 1：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21》，搜集我国 31 个省份 2020 年平均工资数据。 
任务 2：如何用专业知识解读这种质疑——网民热议“被平均”。 
2) 课中启发思考 
如何提高课堂效率？本节在课中通过问题导入、知识传授、启发思考以及课程拓展的不同环节，让

学生充分参与课堂，打造高效率课堂。具体有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问题导入 
本环节设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探索精神，并将课前两个任务对应起来，形成两个问题。 
问题一：结合任务 1，如何全面把握数据分布特征？教师通过展示中国 GDP 动态变化视频，中国人

均可支配收入序列线图，让学生思考利用图表展示数据，仅仅对数据分布的形状和特征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但要全面把握数据分布特征，还需要找到反映数据分布特征的各个代表值。并结合课前的讨论题，

说明本章节学习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学生通过 GDP 数据、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的可视化，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同时在思考如何对数据分布特征进行全面把握。 
问题二：结合任务 2，如何用专业知识解读这种质疑？教师展示学生对此问题的讨论。分析本次内

容的学情。学生在社会热点讨论中明确持有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的重要性。 
第二个环节：知识讲授 
本环节设置在于让学生对知识能够灵活运用，提升分析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知识点分解，

让学生在社会实践问题中思考知识的应用性。 
知识点 1：数据分布特征不同方面测度与描述。教师通过引导式提问，居民可支配收入常被用来衡

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如何分析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的分布特征，展示“民富”现象呢？学

生互动，数据分布特征有哪些代表指标？教师在引导发问“民富”问题的数据展示方法，让学生明白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偏面对待问题，要学会全面看待问题。 
知识点 2：平均指标含义与分类。教师讲授法为主，讨论法为辅。结合实际案例，让学生掌握平均

指标的含义与分类。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方式，提高课堂效率。 
知识点 3：平均指标的区分与运用。教师反问学生，已经学习平均指标相关知识点，到底应该如何

用专业知识解读网友针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提出的质疑呢？“被平均”？学生再次进行讨论“被平均”？

由此思考平均指标在实际问题如何应用呢？通过“被平均”问题解读，引导学生用专业的统计思维认识

数据，才能读懂天下事，共筑中国梦。 
第三个环节：启发思考 
本环节设置在于让学生不仅掌握了统计学的专业知识和方法，更是在探索经济现象的本质及规律中

学会运用统计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在一系列经济数据、经济热点问题中，同学们不仅关注个人专业发

展，还在关注社会发展中提升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启发 1：数据分布特征除可视化展示外，还有哪些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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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 2：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的区别？ 
启发 3：“被平均”、“被质疑”等现实热点的专业解读。 
启发 4：我国城乡差距在增大？减小？如何专业解读？ 
第四个环节：课程拓展 
本环节设置在于让学生拓宽课程的范围，提升获取知识、内化价值观和掌握技能的机会。 
拓展 1：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拓展 2：社会热点思考与讨论。 
教师鼓励学生“学以致用”，不仅将统计方法应用于自己的专业问题，更重要的应是用科学的统计

思维，正确认识和解读经济社会中的数据问题、数据现象。 
3) 课后启发探索 
教师通过超星学习通发布课后任务——中国城乡差距在增大还是减小？再次提升学生用统计专业知

识解读社会问题的能力。 
4) 实施效果 
通过平均指标的知识的学习，让学生不仅掌握了数据分布特征方法，更是在社会热点问题中，关注

个人专业发展同时，还在关注社会发展中提升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① 解学生之惑——辩证精神、责任担当 
通过本思政案例的引入与讨论，帮助学生看清数据的本质，也让学生看清在不同问题中平均指标的

应用。提升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与热情，课下学生经常主动与老师交流与讨论相关问题，在与学生热

烈讨论的同时实现辩证精神、责任担当的育人目的。 
② 解统计之魂——科学精神、主动探索 
本案例的学习，学生的“学以致用”，不仅将统计方法应用于自己的专业问题，更重要的应是用科

学的统计思维，正确认识和解读经济社会中的数据问题、数据现象，读懂天下事，共筑中国梦。在国家

认可的学科竞赛中，学生能够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利用统计方法去讨论经济问题背后的规律，提升

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真正实现“学以致用”。 

5. 结论 

专业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化、完整化的过程。本文中《统计学》课程思政设计以 OBE 理

念为指导，从确立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目标出发，明确课程思政设计总思路——确立三目标和四内容、

精准思政元素切入点、设计 123 思政融入模式、形成“二维四主体”思政考核评价方法，并通过“平均

指标”课程思政设计实践，证明本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完整、合理和可行，也为同类课程思政的实

施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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