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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2019, Premier Li Keqiang clearly stated in his work report that 
“promote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deep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igh-end equipment, emerging industrial clusters 
such as, biomedicine, new energy vehicles, new materials, etc.,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economy, adhere to inclusive and prudential 
supervisio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new model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sharing economy.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Internet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At present, the “Internet +” wave 
is surg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ampus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Statistics, as a basic socio-
economic subject, how to cooperate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course of ac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net +” strategy in 
the “Internet +” era, and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operations and society,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 era 
mode innovation, timely and accurat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s are the focus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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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古力·阿布都热合曼    邵欣    阿斯亚·吾斯曼 

新疆科技学院，中国·新疆 库尔勒 841010

摘　要

2019 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上明确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加快在各行业各领域推进‘互联网 +’。”
目前，“互联网 +”浪潮风起云涌，中国高校的智慧校园建设已初见成效。统计学作为一门社会经济类基础学科，如何在“互
联网 +”时代配合互联网进化行程和国家“互联网 +”战略的行动路线，了解在“互联网 +”时代经济运行的变化与社会、商业、
管理模式创新，及时且精准的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习效果是论文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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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和中国形势更加纷

繁复杂，对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更高的

要求。如何搞好经管类专业统计学的教学创新，以培养出更

多合格的经济与社会管理人才，显得尤为迫切。如何在统计

学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与技能手段，对于每一位

教师而言都是一个挑战，而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应用以及创新

则是关键。统计学属于方法论科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

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统计思维，掌握研究经济管理问题

的数量分析方法和技术，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而任务驱动法能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使

其适应社会对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借助“互联网 +”

的力量，可以衍生统计学教学更广阔的应用教学方式。

2 统计学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单一 　　

在众多财经类学子眼中，统计学是一门枯燥、繁琐难学

的课程，这样的第一印象往往对学生学习产生严重的负面心

理影响。在传统的统计学教学过程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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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大部分教师仍注重统计指标的计

算、统计理论的演绎，使学生深陷纷繁复杂的计算中。课堂

教学中，仍以传统的“灌输式”为主，对“启发式”教学方

法应用的还不够。在教学手段上，虽然也采用多媒体教学，

但多数教师仅仅是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来展示能在传统的黑

板上也能展示的教学内容而已，没有用计算机的思维来设计

统计教学内容；对于如何运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解决实际问

题则很少讲到，甚至不少教师根本就没有在课堂中使用统计

软件来演示，如 EXCEL、SPSS、SAS 以及 EVIEWS 等的使

用，不少学生学完了这门课程，不但不会使用上述统计软件，

甚至都不能熟练地使用计算器上的一些较为复杂的功能，如

求平均值，方差、标准差等，没有让学生体验到统计分析的

乐趣与解决问题后的快感 [1]。 　　

2.2 课时偏少，教学目标过窄 　　

统计学课程的课时安排一般是 54 个学时，由于学时过少，

教师在讲解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训练两者之间难以找到平衡

点，往往是理论讲解完了，整个学期也快结束了，然后又忙

于准备期末考试的复习；而一旦真正展开实训活动，又发现

时间不足无法完成整个内容体系的讲解，即使教师加快讲课

速度完成了讲解，学生也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这些

内容。由于课时不够的客观原因以及教师安排思路的主观原

因，很多教师对大部分统计学课程都只采用理论讲授的形式，

没有开设相应的实验课或安排课外实践，教学目标仍定位于

课程学习考核的层面上，过于注重原理方法的掌握，很少培

养学生应用统计软件来解决具体问题，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从而忽略了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与考核。 　　

2.3 教材内容落后，理论与应用脱节 　　

目前，统计学的教材可以说不少，但是挑来挑去就是找

不出一本称心如意的。统计学教材的内容大部分还沿用了统

计学专业的一些术语，一些基本概念比较抽象难懂，如随机

变量、概率分布、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等，没有根据专业以

及学科来进行细化和改编成简单易懂的表达。教材中来自实

际应用中的统计分析案例较少，教材的侧重点仍是对统计指

标和统计制度的解释内容较多，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目前出

版的多数教材缺乏创新，与统计软件应用结合不够，统计理

论滞后于统计实践，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有些新出版的教

材甚至只把原统计教材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和调整，根本没有

考虑到学生将来毕业后工作中真正需要的统计知识与技能，

与实际应用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3 “互联网 +”时代下经管类统计学课程教学

的创新思路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可以断言，没有计算机的发展就没有统计方法的普遍

有效应用。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统计学方法的应用带来

挑战和发展的机遇。统计数据的收集如何有效借助网络技术，

统计调查方法如何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统计数据处理如何深

入都将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高校统计学教学方式

创新研究的热点问题。

3.1 教学内容的调整

统计学内容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将传统统计分析扩充到一

般化的数据处理。这样做可以在本科传统统计学和大数据分

析之间形成一个有效链接。

3.2 补充计算机算法和探索性程序开发的基础知识

经管类本科生如果能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和程序开发

技能，熟悉数据抓取和挖掘技法，将在大数据分析时代占有

先机。统计学课程前期，可以适度掌握一定的 Python 或 C++

语言等相关程序语言，了解或自主开发数据采集的爬虫程序；

同时在统计软件实训阶段，可以学习更高效更灵活的数据处

理的软件，如 R 等，开发和提高数据挖掘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2]。

3.3 注重数据质量和数据清洗的相关内容

数据质量包括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等几个方面，只

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挖掘出真正隐藏的信息，数据清洗是进

一步数据处理的基础。如何“洗”掉“脏”的数据，纠错补缺、

规格统一、逻辑修正以及转换，筛选平滑，异常值处理等，

需要更广泛的知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数据预处理和转换

的重要性显著增加了。

3.4 重视多元统计和贝叶斯统计分析方法

基于数据的多元、多层次和高维、高频特点，变量间的

关联性也变得更加复杂，数据分析离不开数据和变量的降维

等分析方法。建议本科经管类统计学教材适度增加聚类、判别、

主成分和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内容，以及关联分析和路径分

析等方法。其中，作为与大数据分析相联系的机器学习的核

心方法，贝叶斯统计分析应成为统计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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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校智慧校园助力统计学教学创新

目前，“互联网 +”浪潮风起云涌，中国高校的智慧校

园建设已初见成效。智慧校园的建设发展也为统计学的教学

创新提供了夯实的基础。在高校智慧校园的建设进程中，首

先，须以大数据为基础，对校园发展建设的各项数据进行高

效整合，优化其结构。运用数据处理平台对海量数据进行分

析，挖掘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供学校管理层决策使用 [3]。其次，

搭建网络资源管理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 

形成智能化、个性化、全方位、多层次的智慧校园平台 , 注

重智慧校园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建设，考虑师生的情感体验，

以此来实现“互联网 +”与校园的深度融合。最后，组建高

校数据分析专业团队，提升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从而促进

中国高校智慧校园的顺利发展。同时，为促进不同高校之间

数据的流动和整合，高校可实行 CIO( 首席信息官 ) 负责制，

建立相应的运维管理架构，打破常规的、不利于信息化发展

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加强高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统筹力度，

从而打造新型的以“服务于校园文化建设、服务于学生学习

生活”为导向的智慧平台，为广大师生提供更详细、更便捷、

更全面的校园服务指南。

5 结语

目前，从各高校统计学的实际情况来看 , 无论是音像课

还是面授辅导课 , 仍然以课堂讲授为主 , 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要

任务是记笔记、做练习。然而，这种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

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存在很多弊端，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

消化和理解。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性、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科

学 , 它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 , 在“互

联网 +”时代下 , 实际生活的千变万化和纷繁复杂决定了统计

学不能只局限于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 单纯的向学生传授统

计知识 , 而应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知识创新是时代的基本特征，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必将

为众多领域和学科的发展体现出应有的价值。统计学与其他

学科的紧密结合将产生新的边缘学科，许多学科的发展将依

赖于统计理论与技术的应用，更为复杂数据的处理方法将成

为统计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实用快捷的统计方法与技术将更

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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