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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视角下高校统计学教学创新研究
王贺婷

（长春人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在“互联网 +”时代，教学创新工作持续推进。“互联网 +”技术为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平台和资源，有力支持学生自主探究、

自主学习。探索“互联网 +”背景下的教学创新已经成为高校教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基于“互联网 +”环境对高校统计学课程教学

展开探究，分析了具体的教学策略，希望能够为教学创新工作的推进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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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 +”教育环境，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断产生，

同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统计学知识

和技术的使用频率持续增加。“互 联 网 +”等重大战略，以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对统计分析

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快统计工程教育改革创新。

由此可见，统计学课程教学越来越重要。高职统计学理论教学要

突出对学生统计学应用能力的培养。因为统计学课程具有一定难

度，逻辑性强，对数学功底的要求比较高，同时实践部分又需要

应用统计学软件，因此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学习常常存在畏难心

理。为了优化课程教学效果，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应用型

人才，探究统计学课程的创新性教学模式非常有必要。

一、高校统计学教学现状分析

统计学是通过整合和分析数据，揭露事物、对象的本质，并

预判其发展趋势。统计学课程是高校教育中的一门基础课程，与

数学等学科知识联系紧密，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应用甚广。高校统

计学课程教学目标主要是让学生掌握统计学基础知识以及统计学

应用方法，为职业生涯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统计学课程目标不

光指向统计理论、方法讲授，更指向学生对统计学知识与方法的

应用能力，最终目标是让统计学知识成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高

效工具。展开统计学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对于学生发展逻辑思

维能力、提高专业技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先进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人们获取和存储数据的能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各行

业都在产生海量数据，其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炸式增长。大

数据背景下，对海量数据的整理、分析和处理的技术已成为现代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新需求。目前的统计学方法主要针对传统的

标准化数据，而大数据不仅体量庞大、产生速率极快，更多的是

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或许不再有效，如果

统计学不抓紧跟随步伐加入大数据热潮，将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

险。因此，统计学专业培养模式迫切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大数

据背景下时代对统计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二、高校统计学课程教学的现存问题

当前，高校统计学教学现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教材更新慢，课程标准有待完善

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应用使得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方法发生了

变化，数据量迅猛增加，数据样本类型越来越丰富，数据分析方

法也不断创新。高校统计学课程教材更新速度慢，不少教材中的

案例与数据与实践应用相差较大，与新经济形势脱节。互联网时代，

统计分析工作可以高效快捷获取总体数据信息，无须限制于样本。

而不少教材仍然未能更新内容，忽略了实践应用性。因此，统计

学课程标准需要重建。

（二）教学方法滞后，学生数学基础不扎实

高校教学长期沿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课程以教师为中心，

以理论讲解为主，课上师生互动性、教学启发性比较差，这与现

阶段所推崇的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不相匹配。传统的课堂讲授模

式下，整个课堂教学时间由教师自己掌控的，经过沿用说教模式，

把知识强制性、系统性讲解，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做

好笔记、记住知识点成为学生课上的主要工作。长此以往，学生

产生思维惰性，不愿意思考，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不利

于学生的持续发展。其次，不少学生数学基础不扎实，要让其学

好统计学，首先需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三）实践教学工作弱，学生考核方法滞后

统计学需要应用统计软件，实操性很强。特别是在互联网环

境下，统计学软件持续更新，已成为统计的必备工具。而部分学

校，由于条件所限，并未充分将统计学理论教学与实验课程相融，

以课堂理论讲解为主，学生欠缺实践操作，处理数据的能力不强，

未能掌握统计学知识的有效应用方法。其次，在高校统计学课程

考核中，不少高校沿用了传统理论性闭卷考核方法，考核不全面，

未能科学考量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三、“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统计学教学创新对策

（一）增强课程资源构建，增加网络教学内容

1. 强化学生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自主学习

应用互联网教育工作，可以支持统计学课程教学创新，解决

统计学实践难题，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互联网 + 教育”

打破了时空对教学工作的限制以及权威性对知识的垄断，教学资

源实现共享，教师和学生能够更快速获取教育前沿信息。通过互

联网连接，学生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学习资源，基于线上平台展

开自主学习。“互联网 + 教育”支持下，学生可以高效开展线上

学习。在线上平台的“教学材料”区准备了充足的学习课件，学

生可以自由安排学习时间，随时观看线上视频；在“课程讨论区”

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和学生共同交流问题，学生相互之间也可

以讨论；在“课程作业”“在线测试”区，教师还可以发布学习

任务，学生自主观看视频课程并完成学习任务。在线上教学平台，

学习更加自由，线上平台打造的社区式交流空间使得学生可以进

一步探索和思考，推动教学改革。学生们可以在线留言区留言、

提问，教师定期在线上平台上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

回答。学生们还可以在小组里提问，交换意见，相互帮助。教师

收集学生反馈信息，对学生共性问题进行归纳，统一解决。然而，

在线上学习程序也有缺点，学生不能过于依赖线上软件搜索、检

索答案，需要自主思考、自主解决问题。

2. 引入“互联网 +”创新性教学模式

教师应当推进教学创新，积极引入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



010 Vol. 6 No. 1 2024教师发展新理念

把学习过程延伸到课堂前后，打造更自由的学习和探索平台。结

合教学内容和目的，选取案例分析法，项目演练法，小组辩论法，

课堂讨论法，小实验法，情景模拟法等，让学生自主探究，主动

内化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例如混合式教学将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展

开教学设计，即课前预习、课中强化、课后复习。课前预习阶段，

学生基于网络学习平台展开自主学习，教师设置有关教学任务，

学生自行观看视频课程，完成线上测试；课堂教学过程中回答与

探讨问题，教师在这个阶段需要把控好节奏，积极引导学生学习；

下课以后教师需要布置相关作业，学生进行练习，教师进行课后

总结，学生进行学习上的反思。

3. 强化实践教学工作

基于高校统计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当前统计学课时安排理

论课时多，实践课时少，统计软件操作少。在“互联网 +”环境下，

统计学课程可以增加实践课时量，加强统计学软件建设，将统计

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相融合，选择合适的统计软件，把过去纯粹的

理论知识讲解变成以实践操作为核心，理论知识为辅。

（二）融合第二课堂，促进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相融

引入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技能竞赛，将统计学教学

与高校校园活动相整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应用统计学知识。职业

技能大赛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整合了职

业技能标准和企业岗位能力要求，大赛项目中融合了专业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突出新技术、新工艺的作用。比如选取有专业特

色的实践案例，例如股票市场分析、市场调查与营销策划比赛等，

将其与统计学课程教学相整合，使学生通过比赛实践学习课程内

容。深化校园实践活动与统计学课程的融合。将课程培养规格、

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评价标准与学生实

践活动融合，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按照由简到繁，由单一到

合成的原则，将统计学课程内容按模块划分，实现统计学理论教

学与工作实践的“零距离”对接。优化教师队伍建设，邀请业内

知名统计专业、企业技术人员来本校授课，开展实训课程指导。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定期组织教师到企业、研究院实践锻炼，参

与顶岗实习，强化实践能力。比如，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融入

统计学知识，组织学生分组开展社会调查，构成完整的调查报告，

在调查中完成数据采集与整理等理论知识实践操作，从此衡量高

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又或是组织学生参加市场调研与营销

类专业竞赛，在比赛中学习等，课程考核更加关注学生实际操作

能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此可以体现出课程的应用性。

以校园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课堂已经成为了推动高等

教育改革创新的风向标，它突出了教学工作的实践性、创新性提

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赛教结合，

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生动写照。

（三）基于大数据推进智慧化教学管理

基于大数据环境下的学习情景设计，包括智能终端、学习资

源、学习渠道、社团组织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根据学生的

不同学习需要，给出资源链接和教学需要的课件，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事先安排好教学场景，把重点放在解决重点上，以此来

提高教学效率。

大数据环境下，结合学生学习规律与兴趣点，适时利用微信、 

QQ、班级管理等平台，对学生进行教学资源的推送，不失为一种

有益的尝试。目前，高职院校各专业使用的统计学课程教材存在

着雷同现象，使用相同的教材教授不同专业的学生。而借助大数

据技术，教师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出不同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

和知识水平，进而合理调整教学进度和教学计划，为学生安排更

适合的学习方案，避免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脱节。建立数学化教

学资源库，使教师能够对学生实施针对性的干预和辅导。基于大

数据分析，教师可以针对易忘记的知识点，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

教学方案。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为学生提供“一对一”辅导，督

促学生按时完成网上作业，并及时浏览在线学习资源。同时，大

数据平台也能智能生成学习报告供学生阅读，并据此制定有针对

性的智能学习方案。

在课前预习阶段，学生能够利用智慧平台以及教师共享的信

息资源，对统计学课程的各个模块进行学习，并利用网络资源，

收集相关的习题，对知识的理解程度进行检验，从而提高学生的

统计分析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教师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行为

数据，确定学生的学习方式特点，并通过在线讲义、阅读材料、

短视频、课件和知识点链接等方式，帮助学生进行线上自主学习。

（四）创新互联网 + 教育模式下教学评价

大数据环境下的教学评价可以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效

果的全面评价。数字化学习平台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进

行详细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它包含了学生的

学习历程，学业成绩的评价，学生的学习心理等信息。在这个数

字化的学习平台上，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间、时长、学

习内容和成绩等方面挖掘出有效的信息，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

学生的学习情况。现代教育理念认为，教学评价应当将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构建多元化的评价

指标体系，评价的主体要体现多样化。大数据环境下的教学评价

能更全面、精细地整合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使过程性评

价更加规范化。利用大数据系统中的监测与评价模块，对学生的

学习过程进行监控与综合评价。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学生进行评价，

可以更加全面、合理地对学生进行指导，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

操作水平，达到统计学课程教学的目的。

四、结束语

“互联网 + 教育”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契机，促进了高等

教育体制的深化与发展。统计学作为现代教育中的一门公共基础

课程，应当抓住互联网教育改革机遇，主动求变，以积极的态度

引进创新化的教学模式，整合互联网学习资源，关注互联网环境

下统计学领域的发展创新，持续激发学生学习统计学知识的兴趣

与热情，提高统计学课程教学质量，助力学生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飞 . 基于互联网的统计学课程教学模式实践 [J]. 电子技

术，2022，51（04）：100-102.

[2] 唐晓，刘启贵，胡冬梅，等 .“互联网 +”混合教学模式

在卫生统计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2

（02）：56-57.

[3] 邵明振，杨帅通 . 大数据背景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

革探索——基于“统计学”的教学实践 [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2，38（01）：108-114.

[4] 那娜 . 信息化背景下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 [J]. 中国管理信

息化，2021，24（05）：235-236.

[5] 石红溶 . 大数据背景下的统计学教学改革 [J]. 西安文理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01）：8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