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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统计学研究生充当着关键的推动者和引领者，深刻把握统计学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的教学现状，对培养更具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满足社会需求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课程

设置满意度、实践情况满意度和教学方式与内容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对统计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

现状进行数据分析，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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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raduate students in statistics play crucial 
roles as promoters and leader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eaching status of academic master’s 
students in statistics is important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mor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
ties and meeting social needs.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atisfaction 
with curriculum, practical, and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tent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stat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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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statistic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we proposed targeted 
reform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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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正经历着科技和信息爆炸式的增长，而这个发展潮流对教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个信

息时代，教育不再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

能力以及实际应用技能。统计学，作为一门贯穿于各个领域的重要学科，也在不断调整其教学模式以适

应时代的变化。当教育踏入 21 世纪，统计学作为一门桥梁学科，正日益凸显其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推动社

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信息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等概念愈发频繁地出现，这无疑对统

计学教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1]。数据分析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核心能力，从科学研究到商业管理，

都离不开对大量数据的理解和利用。这种背景下，培养具备良好统计学知识的人才显得尤为重要，然而，

传统的统计学教学模式是否能够满足当下的需求，是否能够将学生引导到更高的认知层次，已经成为需

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因此，为充分了解目前统计学学术型研究生发展的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笔

者对部分高校的统计学学术型研究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3]，关于统计学学术型研究生教学现状存在的

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和分析，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改革建议，为培养更适应时代需求的研究生提供

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2. 调查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面向全国包括经济统计学专业和数理统计学专业在内的统计学学术型硕士，同时

为了加强可比性，还增加部分已毕业统计学专业学生的样本[4]。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基本信息、课程

安排情况、教学中的实践情况、授课答疑方式、未来职业规划及所需掌握技能这五个模块。 
第一模块是基本信息，主要调查学生的年级和专业，作为分析的基本分类标准。 
第二模块是课程安排情况，主要调查学生的课程类别，主要包括理论课程对科研和就业等提升程度、

增设课程等内容。 
第三模块是教学中的实践情况，主要调查学生的软件实际操作和参加科研竞赛等情况。 
第四模块是授课与答疑方式，主要调查当前教师授课与答疑方式以及授课方式的满意度。 
第五模块是未来职业规划及所需掌握技能，主要调查学生对未来工作的规划和意愿、所需就业指导

课的内容等方面。 
本次调查问卷利用“问卷星”平台采用网上调查方式，通过不记名调查进行数据采集，因此，本次

调查问卷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到 9 月份到 12 月份这个时间段的研究生一年级

的学生步入研究生的生活不足半年时间，对统计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培养尚不明确，所以在 5 月份到 7 月

份展开调查，保证样本的结构及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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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问卷共回收 271 份，其中有效问卷 232 份，男生和女生样本量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40.24%和

59.76%。硕士一年级至硕士三年级样本量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29.74%、36.21%、21.12%，已毕业硕士样本

量占样本总量的 12.93%。本文采用比例值分析，可以减小误差。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课程体系满意度分析 

课程设置是教育的基础，它不仅涉及知识传授，还关系到学生的综合素质、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5]。
统计学课程安排现状从对科研能力和就业能力的提升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课程安排情况对科研能力提

升的调查结果见图 1 所示，课程安排情况对就业能力提升的调查结果见图 2 所示。 
 

 
Figure 1. Analysis of course arrangement on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图 1. 课程安排情况对科研能力提升的分析 

 

由图 1 可看出，在课程设置对科研能力提升的帮助程度方面，研一、研二、研三和已毕业的学生分

别有 62.32%、64.29%、28.57%和 70.00%的调查对象认为是非常大或比较大，而研一和研二中分别约 5.8%
和 10.71%的调查对象认为所开设的课程与科研能力的提升帮助比较小或几乎没有帮助，研三的学生中有

12.24%的调查对象认为帮助比较小。基于此，笔者另外调查了课程安排情况对自身科研方向的帮助程度，

结果见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arrangement and own scientific research direction 
表 1. 课程安排情况与自身科研方向的关联 

帮助程度 研一 研二 研三 已毕业 
非常大 20.29% 11.90% 6.12% 10.00% 
比较大 37.68% 40.48% 53.06% 46.67% 
一般 36.23% 36.90% 12.24% 36.67% 
比较小 4.35% 7.14% 28.57% 6.67% 
非常小 1.45% 3.57% 0.00% 0.00% 

 
从表 1 可知，三个年级的在校研究生以及已毕业的研究生约 50%的调查对象认为课程设置与自身的

研究方向关联程度非常大或比较大。由于研一在校生对自己的科研方向不太明确，填写问卷时可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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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盲目性，而研二和研三在校生此时基本确定好自己的科研方向，所得的结果更能检验课程安排情况

的合理性。因此，高校在课程安排情况方面需要一定的改革。 
 

 
Figure 2. Analysis of course arrangement on improving employability 
图 2. 课程安排情况对就业能力提升的分析 

 
由图 2 可看出，在课程安排情况对就业能力提升的帮助程度方面，研一、研二、研三和已毕业的调

查对象中分别为 56.52%、55.95%、69.39%和 50.00%的调查对象认为本专业的课程安排情况对就业能力

提升的帮助非常大或比较大。由于物联网、云计算的不断发展，我们已步入大数据时代，数据即信息，

而统计学就是通过统计分析数据从而发现价值信息的科学[6]。目前社会对数据分析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

大数据相关的工作逐渐成为主流，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有 47.84%的人在未来的职业规划中更倾向于从事大

数据相关的工作。对此，本次研究特别调查了在大数据不断发展的时代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结果显

示有 44.83%的调查对象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过 1 到 2 门数据处理相关课程，26.72%的调查对象在研究生阶

段没有开设过相关课程。为迎合大数据发展的需要，有 85.34%的调查对象同意增加此类相关课程。因此，

课程体系要更新，逐步适应大数据时代。 

3.2. 课程中实践情况满意度分析 

随着教育部明确规定将学科竞赛纳入人才培养的改革中，学科竞赛已成为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

要环节。近几年，全国高校积极开展组织学科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以及团

队合作意识，善于把已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因此，笔者对学生参加科研竞赛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

果见图 3 所示。 
 

 
注：此项调查为多选题，因此比重之和大于 100%。 

Figure 3. Participation in competitions by students of each grade 
图 3. 各年级学生参加竞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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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看出，各年级的调查对象中参加全国大学数学建模大赛和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的人数

偏多，占总受访人数的一半以上。随着年级的上升，学生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知识与经验，参加市场

调查与分析大赛和“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人数逐渐增加。此外，在 232 名调查对象中 37.5%的学生

参加过 1 次科研竞赛，参加过 3 次以上的仅有 18.97%。总体来看，学生参加各类科研竞赛的人数和次数

偏少，可能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笔者特别调查了学生参加各类科研竞赛的影响因素，调查

结果见表 2。通过表 2 可以看出，从研一到研三包括已毕业的学生，影响学生参加统计类竞赛积极性的

因素主要是对统计分析软件掌握欠缺，其次是统计学基础理论仍然不足。现在是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时代，

蓬勃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为统计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数据基础与技术方法，传统的培养模式注重理论基础

而忽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逐渐与新时代脱轨。 
 

Table 2. Factors influencing motivation in statistical competitions 
表 2. 统计类竞赛积极性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研一 研二 研三 已毕业 
统计学基础理论仍然不足 63.77% 57.14% 69.39% 50.00% 
对统计分析软件掌握欠缺 78.26% 64.29% 71.43% 66.67% 
缺少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39.13% 44.05% 20.41% 30.00% 
没有参加竞赛的经验 39.13% 30.95% 48.98% 40.00% 
对统计竞赛不太了解 24.64% 30.95% 38.78% 30.00% 
对统计类竞赛不感兴趣 17.39% 7.14% 18.37% 20.00% 

注：此项调查为多选题，因此比重之和大于 100%。 

3.3. 教学方式与内容满意度分析 

3.3.1. 教学方式现状分析 
同样的教学内容在不同的教师那里效果差异很大，其原因除了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态度外，关键

就是教学方法问题。由此可见，一节课中，知识的明确性和具体性有赖于对教学方法的有效利用。笔者

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两个方面对统计学学术型硕士生进行调查。在研究生阶段，各年级的必修课和选

修课的授课方式均相同，从而笔者不分年级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见图 4 所示。 
 

 
Figure 4.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ethods 
图 4. 教学方式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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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看出，在 232 名调查对象中，分别有 22.84%、39.22%的学生对目前的教学方式表示非常满

意和满意。基于此，笔者分别从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个方面调查高校研究生期待的教学方式，结果见

表 3。从表 3 可知，关于必修课程，70.26%的调查对象表示喜爱以教师讲授为主，其次是以学生讲授为

主。关于选修课程，46.12%的调查对象表示喜爱以教师讲授为主，21.56%的调查对象表示喜爱谈论式教

学方式，在选修课程方面喜爱谈论式教学方式的调查对象是必修课程的 2 倍以上。对此现象的解释为：

一方面，必修课程的学习是务实专业知识基础的主要途径，学习的内容比较难，通过教师的讲解更容易

理解和把握课程的重点。另一方面，来自不同本科学校的硕士研究生拥有各自独特的学术背景，因此在

面对新课程时，他们的基础差异和对内容吸收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这要求教师能够灵活掌握整体教学进

度[7]。因此，在必修课程中，七成的调查对象偏爱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在选修课程中，或许会

吸引来自各个专业背景的学生，而更多的调查对象期望透过讨论的途径相互学习，不断激发创意火花，

从而促进跨学科的互动与合作。有 46.12%的硕士生可能之所以偏好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是因为

他们认为在学生讨论中，思维呈现出多元发散，各自的想法存在差异，可能会出现缺乏明确中心的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调查对象期望在教师主导的情况下，能更充分地发挥硕士生的主体作用。 
 

Table 3. Teaching style expectations table 
表 3. 教学方式期望表 

课程类型 
教学方式 

以教师讲授为主 以学生讲解为主 座谈式教学 谈论式教学 
必修课程 70.26% 12.50% 7.33% 9.92% 
选修课程 46.12% 15.95% 16.38% 21.56% 

3.3.2. 教学内容现状分析 
教学内容在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的重要基石。笔者从目

前高校的教学内容和调查对象期望增加的教学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调查，结果见图 5 所示。 
 

 
Figure 5. Propor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图 5. 教学内容比重 

 
在图 5 中，1 表示为目前高校的教学内容，2 表示为需要增加的教学内容。从图 5 可看出，目前高校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案例分析与结合软件操作教学的内容总占比为 40%左右，

三者失去平衡。并且研一到研三包括已毕业的调查对象期望在教学内容中增加结合软件操作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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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总占比均为 80%以上。在信息爆炸时代，调查对象希望将他们所学的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以

提升实际操作的能力。 

4. 建议 

4.1. 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旨在使课程设置更加符合时代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

境。课程设置应当紧密结合当下社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为学生提供实际应用价值高的知识和技能。深

入了解行业趋势和就业市场需求，确保课程内容与时俱进；强化实践性课程，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中，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与行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实习机

会，让他们能够亲身体验职场，提前适应工作环境。 

4.2. 科研竞赛 

在科研竞赛方面，旨在使科研竞赛更具有引领性、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

能力，为他们未来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扩展科研竞赛的类型，包括学术研究、创新设计、

社会实践等多个领域，以满足不同兴趣和能力的学生需求；强化导师指导制度，为参赛学生提供专业指

导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准备和参与竞赛；将科研竞赛与实际项目结合，让学生能够从实际问题中汲

取灵感，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进行团队合作，培养协作和领导能力，提升团队在科研竞

赛中的综合素质。 

4.3. 教学方式与内容 

在教学方式与内容方面，旨在使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灵活，教学内容更加实际和综合，以培养出

更具创新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引入问题导向的教学方法，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推动学

生学习，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强化实践环节，为学生提供实际操作和实习机会，让他

们在真实情境中学以致用；在学科知识之外，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领导力、团队合

作等；更新教学内容，加入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前沿知识，保持课程的时效性和吸引力；引入创新创

业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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