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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计学作为数据科学的核心，其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高等院校中，

立德树人不仅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更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关键。因此，在传授统计学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同时，加强课程思政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深入探讨了统计学专业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旨在通过传授知识、提高技能、拓展思维、培育品质和引领价值等多个维度，实现全程育人和全方

位育人的目标。这里主要包括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原则、意义、必要性，以及课

程中可融入的思政教育元素。通过对当前教学现状的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

统计学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在统计学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不仅能够培

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具备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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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stics, as the core of data scienc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ofoundly 
affects all aspec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al cultivation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but also the key to cultiva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alent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im-
plan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statistic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ode of statistics major combined with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im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ng students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in all aspects by implanting knowledge, im-
proving skills, expanding thinking, cultivating quality and leading value. This paper mainly includes 
the connotation, principle,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statistics major, as well as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teach-
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tatistics 
maj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statistics courses can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but also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become talents in the new era with a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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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专业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建

设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的核心是将各个专业课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深入挖掘专业课程

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实现知识学习和价值

引领。目前，高等院校各个专业各门课程都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高校统计学专业也不例外。统计学的

学科特点之一是实践性强，源于实践，也服务于实践。于是统计学专业一方面要传授专业技能知识，另

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统计思维，提升统计素养，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但是以往的统计学专业教学更

注重于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讲授，缺乏对学生的统计素养以及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即在育人方面没

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要在统计学专业课程中深挖德育元素，将思政教育渗透在统计学教学过程中，实

现统计学专业的知识传授、技能掌握和价值引领，努力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2. 课程思政的内涵、原则和意义 

2.1. 课程思政的内涵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建设指导纲要》，可从指导思想、根本任务、总体目标、基本原

则、内容重点五方面把握高校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高校课程思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构建高校课程思政育人体系为总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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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坚持育人导向、坚持全面覆盖、坚持特色发展为基本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内容重点，

深度挖掘高校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实践类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坚持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相统一，发挥所有课程的育人功能，落实所有教师的育人职责，确保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协同育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1]。 

2.2. 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遵循的原则 

统计学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旨在将思政教育中的价值理念渗透到专业课程学习中，不仅完

成知识的认知学习，又能促进德性的养成和提高。但是这个过程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 符合教育目标的要求 
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大思政体系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于高校统计学专业课程，其课程思政工作既要

立足于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总目标，又要与专业课程教学的具体目标相匹配。具体说来，对于统

计学专业，专业学习是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课程思政是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要将提升专业技

能和加强思想政治素养，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彼此促进，才能更好地完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目标。良好的专业技能学习，能够让学生明确自身定位，明晰社会责任，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较

高的思想政治素养能够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因此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要遵循专业知识

学习和融入价值引导的原则，遵循教育目标，专业能力和思想政治协同发展。 
(2) 遵循教育规律 
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实现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

这说明人的发展不是单纯学习某门专业课程，包括思政课，而是各因素合力作用。因此统计学专业开展

课程思政工作要遵循这种合力规律，既来自专业课与思想政治之间的合力，也来自不同专业课程自身蕴

含的课程思政之间等。不同类型的合力在教育过程中有机结合，协同发展。重视专业知识的认知规律和

思想政治认知规律的融合。课程思政要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从而推动专业知识的学习。 
(3)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当今社会思潮瞬息万变，伴随大数据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高校学生出现了多元价值观念，以及强

烈的自我意识。这就要求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要回应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

课程思政的融入，使得高校学生具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2.3. 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与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

更是必备内容”。[3]这一方面体现出课程思政内涵，另一方面反映了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责任。高校开

展和实施课程思政改革，将课程思政的意识放到首位，不断地总结课程思政所蕴含的价值，通过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有意识带动其发展，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3. 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数据快速增长，这使得人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海量数据

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通过对各个行业或者领域的大数据进行搜集、处理和分析，可以引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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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统计学是一门关于数据研究的学科。其特性之一是具有通用于众多学科领域的数据分析方法，

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而且课程思政是高校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本质前提和内在要

求，其课程思政的水平高低也是衡量专业人才能力培养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对统计学专业进行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3.1. 育人价值的内在要求 

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合格人才是高校的主要任务，因此要重视育人环节。那

么就要深挖德育元素，发挥专业课程体系的德育功能。缺乏德育元素的课程体系是没有灵魂的，无法实

现育人目标。不论高校哪个专业，其教育本质都是育人。然而高校的统计学专业课程大多更加强调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对课程思政重视不足，使得专业教育和课程思政相分离。这样就会使得统计学

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缺少了价值引导。从近些年来的统计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来看，很多毕业生都涌向

金融、证券、房地产等市场热门领域，也是大众追捧和赚钱行业。纵然择业时考虑现实因素是合理的，

但是不乏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思潮。当前国际竞争激烈，统计学专业知识更为凸显，有些学生会

忽略或者意识不到专业知识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前提。 
比如在国家管理中需要收集和分析各类数据，进而对不同年代数据作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一系列的

辉煌历史成就。这说明在运用统计学解决实际问题时，可以正确的认识世界，为生活和工作指明前进方

向。 
另外，进行统计学研究的前提是数据获取，而市场调查是获取数据的有效方法之一。获取有效数据

后，运用统计知识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社会热点，探析时代的变化，这个过程使得统计学专业学生运用

专业知识，分析正面积极的信息，传播正能量，增强社会使命感。    
众所周知，统计分析过程中，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做假数”。这就需要在平时的统计学专业课程

教学中，要对学生强调依法依德，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能受利益驱使，置统计工

作规章制度于不顾，丧失统计职业道德。要严格规范数据的采集、审核、处理、分析等程序，提升道德素

养。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律约束，统计学专业也是如此。比如数据采集环节，要保证数据来源的

合法性，要做到用户数据的安全保障和隐私保护等。有时数据信息的泄露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触犯法

律，这就要求在统计学专业课程授课过程中，要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 
结合这几点可以看出，统计学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包括专业知识学习、实践技能提升，还要有政治

认同、价值引领和道德修养等。而开展课程思政正是进行开阔思维、启迪心智和理性发展的重要教育资

源。为了深入体现统计学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就需要有意识地挖掘其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提升专

业知识学习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并且严守爱国主义教育阵地，课程设计上要选取合适的德育元素，

将德育教育渗透到统计学专业的各个课程中，重视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加强学生树立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让学生意识到民族振兴的重任。 

3.2.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的价值支撑 

统计学专业建设的任务之一是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其课程体系主要由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具体实

施和课程考核等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的科学化构建以及优化都要以统计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培养目标为前

提和导向。于是融入和发挥德育元素是必然的。既要遵循专业课程建设的内在规律，又要将德育元素恰

当的融入专业课程体系。深入挖掘课程知识中蕴含的德育元素，使得专业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

比如在统计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要在课程思政的理念下，将德育元素覆盖于专业基础课、必修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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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以及实习见习等环节；在统计学专业课程内容上，要加强和体现学生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科

学精神以及文化自信等方面；在统计学专业课程的具体实施方面，不论课程讲授课和问题探究，还是实

践训练，都要将相关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要素引入进来。对于统计学专业课程考核上，可以考虑设

置一些涉及德育元素的内容，进而体现思想价值引领作用。可以看出挖掘统计学专业课程的德育元素，

让德育元素覆盖课程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提升课程体系的整体育人功能，才能全面的更好的推进和优

化统计学专业课程体系。 

3.3. 人才培养的需要 

统计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和具体实施要以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若一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内容，以及实践环节等方面都能够体现德智体美劳的目标，那么这门课就体现了较好的专业人才培养

能力。如果一个专业的每门课程都能具备这样的专业人才培养能力，那么就意味着该专业具有优秀的人

才培养能力。统计学专业亦是如此。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统计学专业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除了传

授专业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能力培养，丰富学识素养，还要注重健全人格的塑造和全面健康的发

展。专业课程是基础，那么课程思政的建设就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又一个重要突破口，它可以端正学生的

道德品性、提升综合素质、加强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以及塑造健全人格等方面。那么教学质量提升了，

伴随着人才培养质量也就提升了。比如：一些高校的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方面，学习积极性较差，

学习成绩不好。在校外实习见习时，缺乏爱岗敬业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自身职业发展规划比较模糊。

此时迫切需要加强思政教育，包括常规思政课，以及课程思政，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体会做人做事的道

理，增强责任感。因此统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4. 统计学专业课程蕴含的若干思政教育元素 

4.1. 专业素养 

大学生经过高等教育后应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即自觉获取、主动运用知识、并以踏实认真负责的

态度解决问题。大数据时代，各个行业充满了海量数据，统计学作为数据科学的工具，处理数据，发现

更多的客观规律，从而解决实际问题。这一系列过程要求统计学专业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统计技能知识，

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才能更好实现。 

4.2. 科学精神 

统计学是一门基于客观数据的科学。在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和解释数据的过程中都要基

于事实、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数据采集要准确，要有严谨求真的务实态度，不能为了某个结

果而肆意篡改数据，有时一个小小的错误或许会导致严重后果；分析和处理数据的过程要有理有据，要

实事求是，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结果的可解释性要强，要理性实证的

谨慎探索，对于明显不合理的结果，要寻找原因。因此，严谨求实务真的科学精神是从事统计工作的基

本职业道德素养。 

4.3. 统计伦理操守 

数据分析在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伦理问题。统计工作的目的是服务社

会，要对公众负责。有些数据结果看似客观科学，但背后却隐藏利益问题。因此在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学

中，要让学生对数据有敬畏的态度，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统计伦理操守，增加统计责任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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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分析 

目前，许多高等院校已经意识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对教育发展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性，

也明晰了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最关键且最难解决的。那么如何搭建起不同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体

系，是众多高校面临的问题之一。统计学专业覆盖了许多专业都要用到的数据分析方法，其注重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学科特性决定了学生不仅要学习统计知识和实践技能，更要

培养其职业伦理，从而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和创新精神。为此，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要本

着“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原则。但是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统计学专业课程在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

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如下表现。 

5.1. 教师层面 

统计学专业课程注重学生的数理分析能力，与此同时要加强思政教育。统计学专业的课程较多，内

容广泛，课程思政在统计学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以及实践类课程等都有分布。对于统计学专业不同

的课程，或者某一课程的不同章节，具体包含哪些思政教育元素，以及思政教育的具体切入点和开发要

素，都没有统一的现成结论，需要授课教师去深入挖掘。那么，问题来了，有些教师不知如何开展课程

思政工作；有些教师善于挖掘思政元素，并有意识地体现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和善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爱

校的情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但思政教育相关知识不足，挖掘深度不够，广度欠缺；还有少数

教师能够对课程思政内容准确把握，将思想价值观念等贯穿其中。对学校和教师来说，其难度都是不言

而喻的。课程思政的实施者是教师，若其无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和制约统计

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效性，也就无法实现这两者的合力育人目标。 

5.2. 学生层面 

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各年龄段大学生，其眼界开阔、思维活跃、性格鲜明。但缺乏使命感和进取

精神，拼搏毅力也不足，没有责任担当。这给高等院校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增加了难度。 

5.3. 统计学专业的学科特点与课程思政的融入难点 

比起社科类课程来说，将统计学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融合更具挑战性。首先，统计学专业课程理

性特点突出，逻辑性强，是关于数据的科学，通过各个领域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并得出结

论。这种更加理性的学科特点与偏向情感责任的社科类课程相比，显然更难做到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的

有机融合。其次统计学专业课程的传统教学理念是重知识重实践，轻情感，那么在其中加入课程思政元

素，这将是一场课程变革。最后，在统计学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要先从教师做起，教师要从思想

上认识到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课程教学中积极改变，在内心和思想上树立和构建全面育人的

观念，避免形式化倾向。 

6. 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6.1. 提高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师的思政意识 

对于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师，长期以来都是只给学生教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针对性提供职业

发展规划等，即促进学生成才。从而弱化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得专业教育与思政功能相脱离。

于是需要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师转变教育理念，牢记育人职责，加强思政意识，提升融入思政元素的主动

性，深挖统计学专业蕴含的思政元素，正确处理统计学专业知识和价值引领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立德

树人的教育目标，从而体现统计学专业知识包含的科学精神和理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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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加强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决定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水平高低。要想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水

平，更好实现育人目标，就必须加强专业教师的思政能力。因此需要有意识的学习，增强理论素养，再

度开发专业课程，挖掘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元素，比如爱国情怀、法治观念、社会责任感、文化自信心、人

文精神、价值追求等思政要素。使得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过程中认识到思想政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并

潜移默化地掌握思想政治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而增强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这个过程可以通过

组织专业教师进行理论学习，听专题讲座，或者集体备课、研讨等实现。 

6.3. 开展统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依循教学规律 

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思政建设要遵循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规律。比如统计学专业的专业基础类课程，

挖掘思政元素时要把握好课程的广度和深度，重点在思政元素的角度和程度上多下功夫，体现爱国情怀、

人文精神、品德修养等思政元素。对实践类课程，要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和促进学生知行合一为目标，

提高学生的求实创新精神、劳动精神和责任担当等。其次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思政建设要契合课程的知

识体系，即结合课程特点和价值理念，明晰专业课的内在规律[4]。通过认清统计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每门

课程所处地位、主题模块以及核心要点，从而高角度的分析和筛选与统计学专业课程知识契合度较高的

思政元素。最后统计学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要满足学生的德性成长需要。因而课程教师在挖掘思政元素

时还需要认真思考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思维特点以及成长需要等。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不同学历

层次的学生，其思政元素也各有不同，需要精心挖掘[5]。 

6.4. 开展统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遵循学科特点 

统计学专业课程主要教授学生收集、处理、分析和解释数据，并从中获取有用信息。可以看出，统

计学专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应用性。每个环节都隐含着深刻的做人做事原则和思维方式，对学生成长

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收集数据时要具有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处理数据时要持有精益求精的钻

研精神，分析数据时要具备唯物辩证的思维，分析数据时要秉承客观公正谨慎的工作作风。这个过程旨

在培养学生的统计素养。因此统计学专业思政建设过程中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教学目标中要处处渗透

思政理念，重视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让学生具备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操。 

6.5. 开展统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要丰富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是统计学专业课程开展思政教学的主要场所，课程教师要多下功夫，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和

形式[6]。比如技能讲授、案例剖析、统计知识竞答、巧设选题进行演讲辩论、网上答题互动、知识展示

汇报等，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将思政教育融入统计学专业的各类课程教学中。此外还要引入新技术和新

媒体等，比如翻转课堂、在线课堂、慕课、混合教学、互联网+等教学形式。比如讲授“数据统计”时，

可采用具体案例，播放视频和文字，重点突出。可以选取红军长征为例，通过数据展示红军长征的伟大

和艰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中体会战胜困难的信念和力量。让学生铭记学习生活成长的道路不是一

帆风顺的，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时刻保持耐心、恒心、要迎难而上，不惧困难，争取成功。这样的案

例教学就能达到思政育人的目标，也能使思政教育更具感召力。 

6.6. 开展统计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可以采取多维评价体系 

一直以来，统计学专业课程考试大多采取闭卷考试的考核形式。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形式，传统的

考核方式拘泥于单一专业维度，需要改进，呈现多维评价体系，从而体现课程的价值观、人生观、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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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等等。也就是说，考核可以包括专业知识水平和思政素养考核，期末和过

程性的考核。并在过程性考核中，可以增加合作精神、志愿服务、学习态度等内容，结合课程特点，采取

行之有效的策略。 
总之，要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点与特色，在统计学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不仅提高学生专

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还要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统计素养，从而实现统计学专业的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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