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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ra, data processing ability will become a basic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innova-
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lated courses. A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biostatistics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solid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in-
novative practical 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cla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is mixed teaching mode by using the 
method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deep learning method; it also discuss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
tion process of the teaching mod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categories of students, making full use of network teaching technology, adopting classi-
fied teaching and training. The goal of “I want to teach” to “I want to learn” has been realized by 
cultivating the team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spirit of students, fully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excellent students and cooperating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ep par-
ticipation of learners,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ir cooperative spirit,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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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处理能力将成为理工科大学生的一种基本专业素质，这对创新理工科相关课

程教育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物统计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课程，在培养学生扎实的

专业素质与创新实践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本课程教学班级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翻

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混合式教学的方法，分析了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可行性及其耦合机制；探讨了该

教学模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兼顾不同层次与类别的学生特点与需要，充分运用网络教学技术，采取分类

施教，培养学生团队合作与协作精神，充分挖掘优等生潜力，师生通力协作，从而实现了教师“我要教”

向学生“我要学”的目标转移。实现学习者在深度参与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其合作精神、创新性与实践动

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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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生态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体系中，《生物统计学》具有承上启下的课程特点。相对于高等数学、线

性代数和概率论等基础理论课程而言，生物统计学明显具有应用数理统计的特点；相对于本专业后续专

业课程而言，该课程更具有基础课程的特点。在综合性高等院校课程设置体系中，生物统计学是生态学

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生物界各种现象与试验调查资

料的一门学科。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所需的生物统计学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

能，培养学生具有生物学试验设计的基本能力和对试验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的能力。在当今数字经济

与大数据(Big data era)的时代背景下，具备相当的数据处理能力几乎成为当代理工科大学生一种基本素质

要求。 
本文在分析本校生物统计学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翻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相结合的混合式

教学方法应用于生物统计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阐述了二者有机融合的作用机制，探索了该混合式教学

模式在生物统计学教学过程中具体实施步骤与策略，简要归纳小结了该教学模式操作实施要点，最后

指出该模式的重点与核心在于师生角色互换，从而实现了从教师“我要教”向学生“我要学”的重心

转移，并将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与地位巧妙地进行了互换，将学习者的主动权与主体地位真正交还给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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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学专业《生物统计学》课程教学现状 

该课程一般在大学第五学期或第六学期开设，是在继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课程基础课之

后开设的。该课程在内容上与概率论等课程有较为紧密的衔接。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与部分大学生交流了解到，有部分学生在课程偏好上表现出对数理统计

类课程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这种现象可能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系。一是，在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第

一学期，由于刚上大学不久后在学习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在数理统计类课程上“欠账”较多，

久而久之对数理类课程产生下意识的回避心理。这一类的学生原来在高中阶段理科基础相对而言还是比

较好的。第二种情况，可能也与第一种情况有一定关系，但这类学生的主要特点在课程偏好上属于一直

不太喜欢数理类课程，自然在大学一年级或大学二年级阶段对数理类课程掌握不理想。理所当然，这一

类学生在学习生物统计课程时，自然也是怀有一定的恐惧心理的。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对专业学习兴趣不浓的学生，因此这类学生就成为课堂上习惯性低头(可能看微信或玩手机游戏)。虽

然上述几类学生不是普遍现象，在班上还是存在一定代表性。 
此外，大部分学生对生物统计学课程表现为“中性”，既谈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这类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学习的主动性不强，属于学习动机与意愿不足的情形。这部分学生也是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多数”。除了上述两种类型的学生外，还有一部分学生对生物统计学课程表现

出较为浓郁的学习兴趣。这一类型的学生的主要特质是对数理类课程感兴趣，喜欢逻辑推理，学习目标

与学习动机明确，学习意愿十分强烈。这一类学生往往是班级上优等生，对于自己所学的各门课程大都

会取得“优秀”等级的成绩。这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上属于“学有余力”的类型。 
生物统计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表明，如果这一现状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话，势必会造成一部分本

专业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不合理的弊端，这也与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匹配。 

3. 翻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二者有机融合的教学模式 

针对上述问题与现状，根据目前较为主流的教学改革成果模式，在课程教学实践中我们决定采用翻

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二者有机融合的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 或 Inverted classroom)，又称颠倒课堂或反转课堂，是指在信息化环境中，

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资源，学生在课前观看和学习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师生在课堂

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1]。翻转课堂本质上属于一种

教学流程的创新[2]。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马顿和萨尔乔[3]在《学习的本质区别：结

果和过程》一文中提出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主

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4]。以生成性学习为教学过程导向，可

以认为学生自主进行知识的构建过程是完成学习活动的基础[5]。可见，深度学习是一个知识的迁移过程

[6]，采取深层学习法的学生能够将自己融入材料，获得高度体系化的知识。而这个过程有助于学习者提

高解决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能力。学习者在学习态度上表现为对学习充满兴趣，学习者具有很高的积极性，

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感到快乐和满足感[7]。 
目前，网络课程与网络教学平台盛行，已经进入后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时代[8]，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慕课仍是一种主流的教学形态，且与诸如翻转课堂等形式相互配合使用，被纳入混

合式教学模式范畴。这些是符合网络学习[9]和坚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的[10]。
针对前述生物统计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翻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实现线上

线下师生、生生互动，从而充分发挥课程教师引导、启发、监督与评价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积极性、系统性与创造性，高效获取和应用知识，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与教学效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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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innovative education idea with coupling flipped classroom 
form and deep learning method 
图 1. 基于创新教育理念耦合翻转课堂形式与深度学习法的教学模式 

4. 实施策略 

根据对教学班级学生的知识基础与学习动力差异情况的分类分析，按照翻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的教

学特征，结合目前网络化教学背景，在《生物统计学》理论与实验教学实际中，我们采用如下思路开展

实施教学活动(见图 2)。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有必要尽可能多的和学生交流以了解更多的学生学

习情况，依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教师可以比较准确地分辨出学生在该门课程中所属的层次类别。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利用多种网络教学手段开展教学，并同全班各类学生交流。在此过程中，我们认

为以下三点需要予以特别关注，一是对水平不一的全班学生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让学生感受到被关心、

关注，争取不让一个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掉队；二是对优等生给予更多的“压力”，让他们尽可能将自身

的学习潜力发挥到极致；三是教师角色重在“导”，即在知识点与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导师”作用，

以及在以各类学生为学习主体过程中“导演”作用。 

4.1. 课堂教学过程兼顾“多数”与“两头”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此处所谓的“两头”是指处于本门课程学习水平与学习状态差异较大的学生

群体。如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兼顾大多数学生与“两头”，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利用翻转

课堂的特点，学生在课堂教学前已经对教学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学习与了解。此外，已有的教学实践经验

表明，主要并不是课堂教授内容的差异导致了学生水平间的差异，而是学生之间的接受与认知水平、知

识基础以及学习态度导致二者间的差异。基于此认识，我们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注重两个“基本”的把握，

一是注重讲清基本的知识点与概念，二是注重梳理知识点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这样一来，对于教师而言，

教学内容具有少而精的特点，提高了教学效率与教学进度把握，同时有助于学生接受与消化所学知识；

对于学生而言，突出重点的教学内容与构建知识框架是所有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知识有效前提条件，同时

概念与知识框架的“张力”也可以满足学有余力者的后续深化。 

4.2. 实施过程中展现优等生能力，师生协作演绎“拉一把”与“推一把”大戏 

《生物统计学》是一门基于概率论的应用统计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应用属性。因此，要学好

本课程，课后作业与练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也是检验与体现学生不同层次水平的“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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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也是反馈与发现教学不足之处的“正冠镜”。根据本人的教学经验，优等生在作业练习环节遇到

难题的反应大多会是自己先思考和查资料，反复观看课程教学视频，如此下来，绝大部分习题可以解决；

如有个别实在难以解决的难题，这时大多会和老师取得联系求助。而处于学习水平另一端的学生大多会

以拖延的办法“观望”作业进展，个别学生也会有羞于向老师请教的念头。 
对于优等生的求助请求，教师切忌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相反，教师要十分热情地接受学生的求助。

这样既是教师职业素养的要求，也是用实际行动激励优等生勇往直前的求索精神。同时，在与学生的交

流互动中，教师往往还可以发现自身教学环节中知识传授的不足之处，也可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发现学生

在知识迁移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以便在将来的教学中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所以，欣然接受学生的请求，

教师扮演“拉一把”的角色，满足这一类学生的求知欲是教师的不二选择。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一部

分学生在向教师求助前也会互相交流探讨，以最大程度地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当然，仅仅满足于给这

一部分学生答疑解惑是不够的。在交流过程中，教师还需要向他们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求其中一位同

学担当“值日老师”角色，即在下次习题讲解中承担讲教者的角色。这一要求，对于优等生们而言，是

一份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会在讲解课之前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完善对所有习题与教学内容的熟悉

与理解。如此一来，教师就完成了“导”的角色，即由讲台上的“主演”转变为台下的“导演”[11]。这

些被老师“拉”上来的优等生们在讲解习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了对另一部分学生的“推一把”。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有人(教师和学生)都实现了“华丽转身”，完成了蜕变。 

4.3. 实施效果评价与反馈 

采用课堂教学与课后调查，结合课后作业提交情况与实验课程测试结果，评价翻转课堂与深度学习

法相结合的教学效果。评估主要在两个方面开展，一是对“教”的评估，反映在课堂教学设计与教师“导”

的角色把握分寸方面，二是对“学”的评估，主要考察优等生与非优等生的课程表现水平。可以有针对

性地给出一定难度的实际问题以考察学生在创新与合作等方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Figure 2.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 of biostatistics teaching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deep learning method 
图 2. 翻转课堂与深度学习法相融合的《生物统计学》教学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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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创新教育背景与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这一切给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带来了不少的机

遇与挑战。网络教学可能成为教学形式的一种新常态。近几年来，翻转课堂因为形式新颖、能满足不同

层次学生学习需求和教学效果比较理想而受到广泛关注。可见，翻转课堂形式有其内在的合理内核。因

此，在本课程生物统计学教学实践中，合理采用翻转课堂的合理内核并加以一定程度的创新与完善，既

符合培养生态学本科生创新能力的需要，又充分运用网络教学技术，实现了教师“我要教”向学生“我

要学”的重心转移。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与地位巧妙地进行了互换，将学习者的主动

权与主体地位交还给学生。学习者在深度参与中，诸多创新潜力潜移默化地得到有效培养与提升，比如

合作精神、创新性与实践动手能力、个性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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