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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回归分析》是应用统计专业的核心专业课，因此既要保证专业知识输入，也须注重职业素养、政

治素养。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能够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自主性，也给线下课堂留了更多的时间，使得

线下教学时可以安排更多的讨论，有助于知识延伸，同时亦有助于提升思政在教学设计中的占比。本文

通过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的例子详细的评述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组合，放大优点，全面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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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is the cor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the applied statistics major.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learn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profes-
sional quality and political literacy.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can give students 
more autonomy in learning and leave more time for offline classes, so that more discussion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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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d during offline teaching, which helps to extend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 teaching design. In this paper, the examples of theoretical teach-
ing and case teaching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how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mplify the advantages and educate people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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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高校专业

教师应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有效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众多高校的辅导员、公共课教师以及专业课

教师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在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束义明等(2024) [1]在商科课程中成功融入思政元素，取

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孔翔和吴栋(2021) [2]深入探讨了混合式教学改革如何助力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唐艳和巩军(2024) [3]的研究成果表明，混合式教学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学术表现。戴丹和张兴刚(2025) [4]在实验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借助混合式教学实现了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张庆红(2023) [5]通过课前线上资源学习、课上系统讲解思政点以及课后线

上布置作业的形式，有力推动了《统计学》课程思政的改革建设。混合式教学与课程思政均为当前教育

领域的热门话题，且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本文旨在探索作为专业课教师如何在《应用回归分析》课程

中，通过混合式教学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 

2. 课程设计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应用回归分析》是应用统计学专业本科的必修课程，通常开设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通常

为周三的课时量。通常还会伴有 1~2 学分的配套实验课程。因此，作为大学期间的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掌握好专业知识提升专业素养之余亦应让学生拥有更佳职业素养及政治素养。 

2.1. 线下教学过程的反思 

在本门课程的理论推导需要大量运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知识基础，尤

其是涉及的代数知识。由于与之前的学习时间间隔较长，学生遗忘较多。因此，本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总是会出现老师课时紧张，学生对基础理论推导过程掌握不透，期末复习最终忙于背诵结论，疲于应付

考试的情况。  
在线下教学过程中，便于与学生取得及时的沟通，便于观察学生的反应，因此也可以及时对教学内

容进行微调。同时，学生们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存在更好的相互监督，因此单位时间效率相对

较高。因此，相较完全的线上教学通常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 

2.2. 线上教学过程的反思 

线上教学沟通有些许障碍，比如上课时间无法直观地看到学生的面部表情，及时调整进度等。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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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线下学习，线上学习，学生课上学习完全无约束，听课效果也大打折扣。但是，线上教学同步得到

的录播视频，使得学生可以有针对地回放学习。同时，线上教学过程中可以更轻松的穿插随堂测试，并

得到及时的反馈。较线下进行课堂提问，涉及面更广，更有利于掌握多数同学的问题和理解程度，同时

也更有利于衡量学生的学习过程。当然，线上的回放学习要求的学生的自助性较高，但是也确实给学生

的课后，期中及期末考试复习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2.3. 混合式教学提升课堂效率，深化课程思政 

鉴于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各有千秋，目前尝试采用了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混合式教学通过线

下教学和线上教学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提升了线下教学的效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使教师

多方面教学能力得到提升。 
关于线上教学部分，具体而言，将课程需要用到的之前的数据基础知识，尤其是线性代数中矩阵的

秩，逆矩阵，线性无关，微商及数理统计中估计量的性质、假设检验的细节录制成一个个小视频，方便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选择观看。其次，结合目前建立的线上学习的小视频，让学

生对即将学习的知识做到预习和了解，便于课上展开讨论。再次，将部分纯理论、算法推导的详细过程

录制成小视频，方便学生根据自己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自行选择播放的速度，随时暂停，重复观看。第

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内容是课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需要对学生的线上学习作出明确要求，如平时

考核过程中，增加线上任务点学习的完成情况等。最后，将课后作业的讲解录制成小视频以供学生查看，

满足多数同学关于作业的答疑要求。 
线下教学时，通过线上任务点完成比例，随堂测验，对线上教学内容的效果进行及时的考核。线下

教学过程中增加学生的讨论环节，使所学的知识内化。同时在线下教学设计环节中增加课程思政的比重，

如方法原理的内容部分，案例引入的背景介绍等。 

3. 润物细无声——课程思政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地展示如何实现混合教学并服务于课程思政。本节将通过两个具体案例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与展示。 

3.1. 理论教学课程思政引入——以最小二乘估计为例 

《应用回归分析》课程中，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是使用频繁的参数估计方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之前的纯线下教学过程中，关于其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下的具体推导过程一般至少需要花费一节课时间。

教师忙于写板书，学生忙于记笔记，消化吸收效果并不理想，后面的理论性质证明与说明亦要重复强调，

学生的理解性较差。但是其具体推倒是独立的过程，且不同学生的基础不同，接受快慢差异比较明显。

因此，可以分别录制微积分的预备知识视频，最小二乘估计的具体推导视频。 
结合线上最小二乘估计的学习视频，线下教学过程中，更偏重介绍最小二乘估计的背景。统计学作

为数据科学，其核心在于从实际数据分析的需求出发，提出并应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根据 Plackett (1972) [6]的论文记载，勒让德首次发表最小二乘法是在他 1805 年关于彗星轨道的著作的附

录里，高斯声称其在 1795 年就使用了最小二乘方法，并在其 1809 年发表的《天体运动理论》中提到了

这一点。由此可见，尽管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是目前我们统计学中非常重要的估计方法，但其起源却与天

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次，介绍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的思想。引导学生讨论和分享生活中遇到的整体

目标和局部细节取舍例子。引导学生思考：在生活中，我们是否也常常需要在整体目标和局部细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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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取舍？例如，一个团队在完成项目时，既要关注整体进度，也要注意每个成员的具体任务。这种取

舍不仅影响最终结果，还体现了全局观念与细节意识的平衡。这与最小二乘估计中整体优化与局部影响

的关系非常相似。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散点图中，若希望能够直接将所有点通过不同的线段连在一起，

这样所有的点都在线上，没有误差，但是此时模型过于复杂。为了能够得到整体优化的效果，拟考虑构

建简单模型，构建一条直线，是的所有点到该线的距离和最小。该方法反映了整体和部分即相互区别又

相互联系。部分即每个点都是整体优化函数的一部分，从部分出发有无法获得最优解。因此，也说明了

整体和部分的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就像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

但只有将个人的努力融入集体目标中，才能实现更大的价值。同样，在数据分析中，我们既要关注整体

优化，也要警惕局部异常对整体的影响，这体现了全局观念与细节意识的辩证统一。虽然整体思维很重

要，但是某些原来中心的点可能也会对整体估计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可见两者之间其实是密不可分，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亦不能忽略局部的重要性。 
最后，结合目前的分析，提出疑问，依据此想法，我们是否可以构造其他估计方法？例如，在面对

异常数据时，我们是否需要调整方法以获得更稳健的结果？组织学生讨论不同的距离刻画方法，如最小

一乘估计和 Huber 估计。通过讨论，学生不仅可以理解最小二乘估计的优势和劣势，还能体会到科学方

法的灵活性和局限性。这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需要因地制宜、灵活应变，正如在生活中，我们

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策略。 

3.2. 案例教学课程思政展开——以民航客运量为例 

在《应用回归分析》课程中，理论推导是理解模型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的基础，也是将理论应用于

实际问题的关键。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统计学方法在现实问题中的应用，从而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何晓群和吴栋(2019) [7]的经典教材为例，研究民航客运量的变化趋势时，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回归

模型的假设条件，还需要结合实际数据进行分析。民航客运量的变化趋势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还可以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为了增强学生的案例背景知识和思政教育效果，在线上教学中，我们为学生提供了我国航天飞机发

展史的视频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还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在线下课程

中，结合描述性分析结果，学生被鼓励分享自己的感受，进一步深化对案例的理解。 
书中的例子通过国民收入、消费额、铁路客运量、民航航线里程等五个变量进行分析，并探测变量

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完成了模型诊断。在此基础上，线下课程可以进一步拓展，鼓励学生在现有模型的

基础上思考更多的可能性，例如引入经济指标、旅游需求、航空票价等更高维度的数据，量化分析这些

因素对民航客运量的影响。通过具体的回归模型，学生能够学习如何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进

行科学的解释和预测。 
对于标准化的实验教学，如具体的软件操作，可以通过 Rmarkdown 整理详细的电子资料，并发放给

学生。在线下课程中，重点讲解容易出错的细节，并结合实际的软件输出结果进行详细解释。例如，可

以展示如何通过 R 语言进行回归分析，并解释输出结果中的系数、显著性水平等关键指标。通过这种结

合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软件操作和结果解释，从而提高数据分析能力。 
通过以上教学设计，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回归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技能，还能在案例分析中感受到我国

经济发展的成就，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 结论 

通过线上教学 + 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保留了各自的优点，提高了学生的满意度。同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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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部分视频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也大大减少了教师之后上课的重复板书和理论补充，使得教师备课时

间更加充裕，便于不断提升课程的教学设计，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同时与原有的线下教学方式不

同，也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更全面的锻炼。因此线上 +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不仅促进了本门课程的课程

思政建设，而且提升了教师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1] 束义明, 汪维, 张峥, 等. 高校商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思考[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5): 492-496.  
[2] 孔翔, 吴栋. 以混合式教学改革服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初探[J]. 中国大学教学, 2021(z1): 59-62.  

[3] 唐艳, 巩军.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24(7): 141-144.  

[4] 戴丹, 张兴刚. 融合思政元素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探索[J]. 科教文汇, 2025(4): 107-110.  

[5] 张庆红. 混合式教学推进《统计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索[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3, 22(7): 125-127.  
[6] Plackett, R.L. (1972)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XXIX: Discovery of the Method of Least 

Squares. Biometrika, 59, 239-251. https://doi.org/10.2307/2334569  
[7] 何晓群, 刘文卿. 应用回归分析[M] 第 5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56-16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5342
https://doi.org/10.2307/2334569

	以混合式教学促进《应用回归分析》课程思政建设
	摘  要
	关键词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Course through Blended Learn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课程设计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2.1. 线下教学过程的反思
	2.2. 线上教学过程的反思
	2.3. 混合式教学提升课堂效率，深化课程思政

	3. 润物细无声——课程思政案例分析
	3.1. 理论教学课程思政引入——以最小二乘估计为例
	3.2. 案例教学课程思政展开——以民航客运量为例

	4.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