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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围绕“四真三化”教学理念，结合统计学三三交互式教学模式和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教

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学考核、教学成效等方面构建统计学课程五大评价指标体系，遴选出 19 个课

程评价指标。通过设计和发放量表问卷，采用 IPA 象限分析法，研究统计学课程建设中学生的期望值和感知价值，

探讨统计学课程建设优化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四真三化；IPA 分析法；统计学；课程评价指标；感知价值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一般项目 A 类，《基于 OBE 理念统计学课程的三三

交互式教学模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3JGA422）；2023 年度南宁理工学院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统

计学》（项目编号：KC202301）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2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21 日   【DOI】10.12208/j.ije.2025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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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cusing on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Four Truths and Three Values”, combining the 3-3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of statistics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n China,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tatistics cours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elects 19 course evaluation indexes. By designing and distributing scale questionnaires and 
adopting the IPA quadrant analysis method, the expectations and perceived values of stu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istics courses are studied, and the key factors for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istics courses ar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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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于不同学科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的研

究较多，从不同视角展开相关讨论并提出中肯建议。如

杨鲜丽（2023）提出，为提升学生课堂管理效率，应遵

循线上线下相融合、数智化手段运用以及全员参与的原

则[1]；刘庆（2024）基于 CIPP 模式构建了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2]；曹玲玲（2016）等探讨了应用型高校

统计学课程三大考核评价指标[3]；曹淑霞（2024）等基

于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课堂教

学质量评价体系[4]。 
基于文献研究，发现统计学课程评价指标体系的文

章较为缺乏且时间久远，更鲜有学生对统计学课程指标

体系评价和感知价值的研究。本文从学生感知价值的视

角出发，对统计学课程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旨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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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并提升商科学生在数智化管

理方面的综合能力。 
2 统计学课程建设评价指标构建 
2.1 评价指标构建 
本研究围绕“四真三化”教学理念，按照真实环境、

真学、真做、学生掌握真本领的要求（四真），采用工

作过程系统化、校内教学任务工作化、企业工作任务课

程化（三化）等方式，结合统计学三三交互式教学模式
[5]和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统计学课程评价指标体

系（见表 1），并以此设计和发放问卷收集数据资料。 

表 1  统计学课程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教学设计 

课程目标 知行合一、数智化管理、综合决策能力 

课时安排 48 课时（理论 24+实践 24） 

教学内容 理论知识支撑应用型教学内容为主 

创新能力 跨学科融合、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 

教学方法 

项目驱动 任务驱动学生解决真实问题 

案例教学 真实数据和背景进行案例教学 

实践教学 真实场景进行数据分析应用 

翻转课堂 汇报分享团队专题调研成果 

教学资源 

数智平台 长江雨课堂、问卷网、问卷星等 

教学软件 SPSS、SPSSPRO、Excel 等 

教学师资 有统计学或相关学术背景的实践经验 

微课视频 教师录制教学内容微课小视频 

教学考核 
过程考核 学生参与课堂反馈 

结课考核 专业基础必修考试课程 

教学成效 

技能证书 1+x 数据分析专业技能证书 

调研报告 学生团队通力协作完成专题调研报告 

学科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据分析知识竞赛 

期末考试 考试通过率及优秀率 

感知价值 学生对统计学课程整体的满意度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半结构化访谈[6]和问卷调查的形式

收集数据，选取南宁理工学院商学院各个专业已开设统

计学课程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三个部

分：一是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专业、

生源地等；二是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教学评价以及对课

程建设的感知价值满意度量表；三是学生对于统计学课

程建设的建议。 
基于课程评价指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形式，让

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重要性（Importance）和满意度

（Performance）进行评分。“重要性”代表学生对课程

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学习效果等方面的期望，而“满意

度”则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课程是否能够获得与期

望相符收获的实际感知价值。采用 IPA 分析法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7]对课程评价指标

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进行分析，通过呈现学生对统计学课

程期望值和感知价值之间的差距，为课程优化和提升学

生感知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3 统计学课程感知价值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87 份，全部回收，剔除未完成

统计学课程学生数据等不可用问卷后，最终有效问卷

113 份。通过 SPSS 27 软件对问卷中 19 个评价指标的期

望值和感知价值进行了可靠性分析和 KMO 检验。结果

显示，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和 KMO 值均大于 0.91，表

明问卷数据良好，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 
3.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参与本次调查的学生中，男女

比例为 1:2.4。专业分布中，以财管专业学生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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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其次是工商专业学生，占30.1%。在年级分布上，

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 2023 级（大二），占比 64.6%。由

于该课程的开设时间为大二学年，因此在专业和年级分

布上样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代表性，能够较为全面地

反映学生的实际情况。 
3.2 期望值与感知价值分析 
（1）评价指标分析 
如表 2 所示，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的期望值和感知价

值得分普遍较高。其中，教学软件这一评价指标的期望

值最高，且期望值与感知价值均值差最大，这表明学生

非常重视统计软件教学的实践环节，尽管学生对该环节

的感知价值评分较高，但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此外，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关注也十分突出，尤其是理论知识是

否能够支持实际应用，以及是否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跨学

科融合、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学

师资的背景和经验也是学生关心的重点，例如是否具有

统计学或相关学术背景的实践经验，以及是否能够录制

微课视频供课后复习和学习。由此可知，实践教学依然

是课程建设的重中之重。 
（2）评价要素分析 
如表 3 所示，从评价要素的期望值和感知价值的均

值来看，五大评价要素的感知价值均高于 4.2 分，反映

学生对统计学课程整体有较高的满意度。 
然而，学生对教学设计的期望值显著更高，这表明

学生在认知层面对课程有较高的期望，对课程内容和形

式的要求更为严格。 

表 2  评价指标的期望值与感知价值均值 

评价指标 期望值 I 感知价值 P I-P 

课程目标 E11 4.29 4.28 0.01 

课时安排 E12 4.19 4.18 0.01 

教学内容 E13 4.35 4.28 0.07 

创新能力 E14 4.37 4.29 0.08 

项目驱动 E21 4.22 4.27 -0.05 

案例教学 E22 4.34 4.28 0.06 

实践教学 E23 4.31 4.29 0.02 

翻转课堂 E24 4.04 4.20 -0.16 

数智平台 E31 4.26 4.34 -0.08 

教学软件 E32 4.50 4.37 0.13 

教学师资 E33 4.33 4.35 -0.02 

微课视频 E34 4.26 4.30 -0.04 

过程考核 E41 4.10 4.25 -0.15 

结课考核 E42 4.17 4.24 -0.07 

技能证书 E51 3.92 4.13 -0.21 

调研报告 E52 4.10 4.19 -0.09 

学科竞赛 E53 4.06 4.14 -0.08 

期末考试 E54 4.30 4.25 0.05 

感知价值 E55 4.32 4.28 0.04 

表 3  评价要素的期望值与感知价值均值 

评价要素 期望值 I 感知价值 P I-P 

教学设计 E1 4.3 4.26 0.04 

教学方法 E2 4.23 4.26 -0.03 

教学资源 E3 4.33 4.34 -0.01 

教学考核 E4 4.13 4.24 -0.11 

教学成效 E5 4.14 4.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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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价指标 IPA 分析 
（1）评价指标 IPA 
根据数据结果建立 IPA 分析体系，以期望值和感知

价值的总均值为分界标准区分四个象限：优势区（右上）、

保持区（左上）、改进区（左下）、劣势区（右下），

从而得到统计学课程建设中评价指标体系的 IPA象限图

（图 1）。 
 

 

图 1  评价指标 IPA 象限图 

第一象限（优势区）中评价指标的期望值与感知价

值均较高，体现了课程在这些方面的显著优势。E31（数

智平台）、E32（教学软件）、E33（教学师资）、E34
（微课视频），说明学生高度认可教学工具和资源的应

用，尤其是数智平台和教学软件在实践教学中的关键作

用，以及教师的专业背景与微课视频对课后学习的辅助

功能；E11（课程目标）、E13（教学内容）、E14（创

新能力）、E22（案例教学）、E23（实践教学），表明

课程内容能够满足学生实际需求，尤其在跨学科融合、

创新能力培养及案例教学等方面获得学生的广泛好评；

E55（感知价值），学生对统计学课程整体的感知价值较

高，由此可知课程改革建设已取得学生的良好印象。 
第二象限（保持区）中 E21（项目驱动）指标，表

示学生对课程中任务驱动解决真实问题的感知价值较

高，但在此前学生并未抱有过高期望，课程后续建设可

继续保持。 
第三象限（改进区）中 E12（课时安排）、E24（翻

转课堂）、E41（过程考核）、E42（结课考核）和 E52
（调研报告）E51（技能证书）、E53（学科竞赛）等指

标的期望值与感知价值均较低。这些指标表明学生对课

时安排的合理性、考核方式的科学性、翻转课堂、数据

分析技能证书、数据分析知识竞赛等新型教学模式和成

果的关注度较低，但这些方面的改进对课程整体提升有

重要意义，需加强探索和优化。 
第四象限（劣势区）中的 E54（期末考试），学生

感知价值低于均值而期望值又较高。因统计学课程难度

系数较高等原因，使得学生对期末考试的自信心不足，

需优化期末考试的内容设计以提升学生期末考试成绩。 
（2）评价要素 IPA 分析 
由统计学课程建设的五大评价要素 IPA 象限图（图

2）得出，学生认为课程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资

源最为重要，且感知价值满意度最高，其他两项均处于

第三象限（改进区），还需要改进。 
 

 

图 2  评价要素 IPA 象限图 

4 统计学课程建设优化路径 
4.1 优化课程内容--微课视频助力自主学习 
统计学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学术性，通过

录制微课小视频，可有效帮助学生自主回顾和掌握复杂

知识点。微课应涵盖统计学核心理论、常用方法及工具

操作（如 SPSS、Excel、SPSSPRO 等），并结合商业案

例展示数据分析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微课视频还可配

合课堂翻转模式，让学生在课前学习理论知识，课堂上

聚焦讨论与实践，从而大幅提升学习效果和参与度。 
4.2 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与动态调整 
统计学课程应关注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采用因材

施教策略。通过分层任务设计，为初学者提供简单案例，

帮助其打牢基础；为能力较强的学生设置挑战性任务，

如开发预测模型或撰写专业分析报告。结合“雨课堂”

等数字化工具，教师可以实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并提

供精准辅导。定期的学习反馈和改进建议，能帮助学生

调整学习方向，提升整体学习体验与效率。 
4.3 岗课融合--数据分析技能彰显学习成果 
将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主办的数据分析专业技能

证书引入统计学课程，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帮助学生系统学习数据分析技能，并获得权威认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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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既明确了课程目标，又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同时，专业技能证书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成果导向”的

学习模式，使其更有动力在实践中深化对统计学的理解

和应用能力。 
4.4 赛教结合--数据竞赛激发实践热情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数据分析

知识竞赛为学生提供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机

会。课程可基于真实情境的案例进行数据分析建模，学

生需在团队协作下完成数据处理、分析和结果可视化，

并撰写分析报告。竞赛不仅锻炼学生的数据分析技术，

还提升了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通过展示优秀成果并给

予荣誉证书等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成就感会大幅

提升，同时也能更好地将统计学知识融会贯通。 
4.5 产教融合--增强参与感与成就感 
通过精心设计课堂互动环节，如小组讨论、案例分

析和项目演示，增强学生的课程参与感。让学生在团队

合作中完成真实项目，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可视化，体验

完整的数据分析流程。最后组织翻转课堂成果展示并评

选优秀项目，不仅提升学生的成就感，还能激发其探索

统计学更深层次应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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