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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creating “golden course” and implementing the “two order and one degree” standard, statistics major is facing 
the social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pplied statistics talents, so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istics professional cour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lden course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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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打造“金课”、实施“两性一度”标准的新形势下，统计学专业面临社会对高素质应用统计人才的需求，亟需提升专业课
程的教学质量。论文结合统计学专业课程的特点，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为统计学专业课程的金课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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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教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基本途

径，是高校工作的主要任务。而课程又是教学工作的载体，

是学生获取知识来源的直接渠道，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因此，坚持与时俱进地进行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才能提高

大学教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本科人

才培养目标。

2 打造“金课”与“两性一度”标准的提出

2018 年 6 月 21 日，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要打造有深度、

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课程的教

学质量，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金课”是与“水课”

相对立的概念，“水课”是低阶性、陈旧性和不用心的课。

要打造“金课”，就要淘汰“水课”。什么是“金课”呢？“金课”

就是一流课程。2018 年 11 月 24 日，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

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提出将“金课”归结为“两

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所谓“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

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就要改

变过去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开展头脑风暴，

进行深度分析，鼓励质疑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所谓“创

新性”，是指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

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所谓“挑

战度”，是指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程难度、

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使学生需要经过刻苦

努力才能收获知识和能力，并且通过教学的过程，令学生体

会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成就感，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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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掌握知识、培养能力、建立感情的教学目标 [1]。

3 统计学专业课程亟需“金课”标准提升教学

质量

统计学是研究如何测度、收集、整理和分析反映客观现

象有关信息的数据，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数量规律

的方法论科学。统计学专业着力培养具有坚实的数学和统计

学基础，掌握基本统计学理论和模型，能借助统计软件解决

复杂数据分析的高级专门人才。随着人工智能类、大数据类、

智能制造类专业项目群的蓬勃兴起，应用统计专业的重要性

也愈发凸显出来。该专业学生不仅具有较强的数理逻辑基础，

同时掌握基本的经济金融理论，在经济统计、金融分析和大

数据分析等领域有很好的发展，毕业生能服务地方经济，为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而在统计学专业炙手可热的现状下，部

分专业课程的低阶性、陈旧性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应

用统计人才的需求。因此，面临着打造“金课”“两性一度”

标准的实施，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

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应与时俱进，开展改革，提升

教学质量 [2]。

4 如何在统计学专业课程中实现“两性一度”
4.1 转变观念，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

这体现在确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

坚持“以德树人，全面发展”的理念，并且与统计学专业课

程内容的结合点恰当，能促使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发生

改变。这就要求高校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成效

为出发点，致力开启学生的内在潜力和学习动力，在教学设

计与教学组织中体现“因材施教”的理念。 

4.2 制定体现“高阶性”的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应覆盖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维度。传统的课

程目标往往仅涉及记忆、理解、应用等初级认知，体现“高阶性”

的课程目标应参照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原则来制定，注重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高级思维能力，不仅包括记忆、理解、

应用等初级认知，还包括分析、评价、创造、综合等高级认知 [3]。

对于统计学专业课程来说，可以制定以下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维度以传授概念、定理等基础知识为主：

①能记忆统计学的基本概念；②能理解统计学的基本理论；

③能应用统计指标与统计核算方法进行数据计量。达到“专

业能力”“应用能力”的毕业要求。在“智能 + 教育”模式

的教学模式下，知识传授适合进行线上教学和自主学习。

（2）能力目标维度以建设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

为主：①能搜集与整理统计指标的真实数据；②能分析评价

真实案例；③能针对某种现象形成自我观点，并陈述有力的

论据进行论证。能力建设适合组织课堂教学和分组研讨。

（3）素质目标维度以情感养成为主：①能结合中国当

前的国情与政策，关注学科动态，发现学科热点；②能锻炼

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宏观思维，提升团队合作意识；③能形成

职业荣辱观，传承家国情怀与民族信仰，达到“学会反思”

与“沟通合作”的毕业要求。其中，情感养成适合课程思政

的设计与实施。

4.3 选择深度和广度科学合理的课程内容

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对统计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培

养目标，优化重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选择与课程目标契

合的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是“高阶性”和“挑

战性”的体现。课程内容应与时俱进，也就是体现前沿性、

科学性和时代性，就是指要依据学科的前沿动态，结合最新

的国家政策、文件与数据，不断更新知识体系，选用有一定

深度和广度的教材，拓展丰富的教学资源，以满足新形势下

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4]。

针对统计学专业课程，课程内容按教学目标，可以划分

为基础知识、实例讨论、案例分析、拓展资源、课程思政五

个部分，分别组织实施。

例如，基础知识按教材章节顺序进行，可结合课程信息

化的建设在线上平台开展；实例讨论可伴随重难点概念与原

理的学习随堂开展，体现在教案与多媒体课件上；案例分析

可按知识模块分项设计，轮流开展小组研讨活动并形成报告

进行评价，也可以结合线上“答疑讨论”与线下课堂展示两

种模式进行；拓展资源包括不定期为学生提供的短视频、电

子书、国际统计组织文件、公众号、统计最新资讯、经济数据、

科普文章、在线学术论坛等；课程思政与案例分析交叉开展，

包括观看解读最新数据的经济新闻、火神山建设中新科技的

使用、全球 GDP 四十年的变化、引入“第四产业”“隐性就

业”“智能生活”“新经济”等传统教材中没有的新概念新理念。

4.4 采用体现先进性与互动性的教学方法

能实现课程目标、提升教学效果的方法才是好的教学方

法。在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教学模式的“创新性”

首先体现为“智能 + 教育”的教学模式，也就是如何强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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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活动深度融合。增加课内外师生、

生生交流的形式，有效调动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而有效

的教学组织恰恰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实现因

材施教，从而促进交流互动、资源共享、知识生成以及情感

养成。

统计专业课程具备专业性、研究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

特点。在对具有“高阶性”与“创新性”的教学设计上，应

注意缩短讲授时间，增加互动性强的研讨、辩论、情景剧、

同才互评、作业分享等教学形式。教学形式与学生参与度、

学习留存率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形式与学生参与度、学习留存率的关系

4.5 实施科学且可测量的评价形式

针对课程目标、教学内容、采用多元化考核评价方式，

既要体现表现性评价，又要体现形成性评价，这是“高阶性”

和“挑战性”的要求 。加强研究型、项目式学习，丰富探究式、

论文式、报告答辩式等作业评价方式，能提升课程学习的深度。

加强非标准化、综合性等评价，能提升学习的挑战度 [5]。

就统计学专业课程而言，从考核上来看，围绕课程目标

的三个维度，知识维度是对初级认知的评价，课前需准备视

频、文献等大量的课程资源，鼓励学生通过阅读与视听进行

自主学习，评价适用客观题。能力维度要求学生完成协同项

目，以小组为单位，共同解决实际问题。是对动手能力、操

作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思辨能力的综合测评。态度维

度适用非标准化的评价方式。没有一致性的答案，学生之间

不仅相互竞争，还相互学习，给学生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

程，完成对课程的自我认知提升，形成教学的“情感目标”。

具体方案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评价方案的设计

序号 项  目 比例

1 课堂表现 20%

2 作业和在线测试 10%

3 在线自主学习 20%

4 小组案例分析 20%

5 期终考试 30%

总计 100%

其中，课堂表现体现多元化，包括课堂研讨、辩论、小

组案例分析、科研论文讲解等教学活动；小组案例分析在课

程后半段持续进行，给定大型的真实案例，并提供业界主流

观点，要求学生使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批判性论证。分期提

交阶段性成果，结课上交小组报告。

5 结语

从整体上看，“两性一度”最终体现在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教学模式上的改革。而无论高阶性、创新性还是挑战度，

无论方法还是模式上的创新，都要以内容为根本，不但要求

教学内容本身实现质量的提升，而且要配合不同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形式进行设计和组织，这对高校教师的精力和能力而

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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