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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close to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 and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of statistics. It is discuss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using skills to 

deal with knowledge points; carrying out case teaching method to stimulate students' 

pract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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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紧贴教材内容，就《统计学》课堂教学方法提出几点思考。拟从

以下三方面论述：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运用技巧处理知识点；实行案例教学法，

激发学生对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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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到国家，小到公司企业乃至个人的决策，

都越来越倚重数量分析，依赖于统计方法的运用。基于这样的发展现状，教育

部将《统计学》课程列为财经类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之一。以下针对我校经管

类专业的统计学课程教学进行探讨。

在统计学教学内容设计方面，早期我国的教学遵循原苏联的教学模式，过

度注重与专业结合，而缺乏对统计学的基本原理、方法的介绍；现在则刚好相反，

强调各不同专业所需的统计学的共性理论知识，专业特色被弱化。现状是：教

学效果偏离预期，甚至部分学生很难通过考核。究其原因：1）教学内容枯燥乏味，

激发不了学生的兴趣；2）对教学内容缺乏处理技巧，学生连很基本的知识点都

很难掌握；3）重基础，缺乏“专业”味道，与实践联系不够。下面将针对这几点，

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谈几点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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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造良好课堂氛围，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
养其学习兴趣

大学教学较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帮助学生找到自己

的兴趣和方向。统计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其内容很枯燥，笔者由教材中的知识

点发散开去，引入一些课外的知识性、趣味性强的内容，营造轻松的课堂环境，

激发学生兴趣，调动起学习主动性。

比如，第三章的“比例”，数学性很强，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不会去主动

思考相关内容。笔者由比例引出黄金分割比 - 极具美感的比例，其在现实生活

中应用很广，如主持人在舞台上站的位置，就是整张舞台的黄金分割点；大家

都很羡慕的模特身材，就具有黄金分割比，进而据此可算出每位女士最适合的

高跟鞋高度。将这块内容经过如此处理，既增强了知识本身的趣味性，又调动

了课堂气氛，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对后续内容的展开更加顺利。

又如，偏态系数和峰态系数（都是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首次给出），其

公式繁杂，计算过程也很冗繁，学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讲解这部分内容时，

适时引入卡尔·皮尔逊的个人简介，及其座右铭，一来可以让学生增长课外知识，

二来借用卡尔的座右铭勉励学生。

再如，点估计与区间估计的概念，学生对其理解有一定的难度，且不透彻。

将总体参数比作是一条鱼，点估计即用钓鱼竿去钓这条鱼，区间估计即是用渔

网去撒这条鱼，将枯燥的理论形象化，概念在学生头脑中一下子会清晰很多。

2  运用教学手段和技巧，处理知识点，使学生加
深印象

（一）形象类比

运用形象类比的方法，帮助学生将新接触的知识与生活常识联系起来，一

方面教师可以轻轻松松达到教学目的，另一方面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加深了对

概念的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假设检验的两类错误，这与法官对被告

的裁决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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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系图法

第一章主要介绍各统计数据及其特点，概念多、知识点琐碎，易接受，但

较难记住。通过关系图，使得整体框架一目了然，并运用类比法，使整个知识

体系和细小知识点明晰化。

（三）启发式教学法

“启”是教师的行为，“发”是学生的思维活动，亦是教学的最终目的。

启和发的良好配合是教与学的最佳体现。这种方法能更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发展学生的自学能力、探索能力、各种活动能

力和创新能力，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如第四章介绍中位数

Me

四大特点：1）不受极端值影响；2）排序不影响 Me 的值；3）一组数据，

Me 可能是其中的某一个值，也可能不是是一个位置代表值；4）是位置代表值。

对例 4.5，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课堂效果不活跃，温习时只有 21.4%

的学生能记住。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对其作 3 点变化：1）将最后一个数据换成

10 亿，Me 不变；2）先将数据从小到大排序，再从大到小排序，得出的 Me 相同；

3）加入一个数据 600，得到 Me=1020；然后依次引导学生归纳出 Me 的四个特点。

温习时，87.9% 的学生都能逐条地复述出来。

三、实行“案例教学法”，引导并激发学生对实践的思考和探索统计学是

方法论科学，应用型较强，只有学生具备将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才

是符合培养目标。案例教学法，主要体现“专业”特色，注重与社会实践、社

会现象相结合。

比如：第一堂课，课程的引入，对两个事物进行描述：1）手机（目的是吸

引人购买）；2）班级（目的是向人展示优秀班级）。

提问学生，更愿意相信哪段描述，几乎 100% 的同学回答：B 段。紧接着抛

出一个问题：数据从何而来？——统计得来。通过这样一个互动的环节，轻松

引入课程，润物细无声。

再如，对于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对“几何平均数”举一反三时，可侧重于

计算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考察投资组合的风险大小等；对于工商、企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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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业的学生，在“假设检验”这一块，应重点挑选产品质量、企业管理的

检验实例进行分析。如，在产品检验方面，如何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相关数据，

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在企业管理方面，介绍一些管理模式运用的原理，如

传统的 3- σ 原则，较先进的 6- σ 原则。

教学无止境，“教”与“学”相长，本人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

实现更科学的教学目标，探索更有效的教学方法，达到“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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