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已经逐渐从理论知

识的学习转向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实践能力的掌握。

特别是对经管类专业学生而言，这一方面相对薄弱，

通过统计学课程的学习，能够增强其数据处理能力

与分析能力[1]。这也成为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的

教学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如何利用考试的引导作

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最

终提高其实践能力，是教学改革中的核心问题。

1 基于形成性评价的统计学课程考核

1.1 考核目标

设置“重平时考核, 轻期末考核”的形成性考核

模式, 试图能够实现以下目标：（1）将教师授课与学

生自学进行有效融合，既可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

效率，又可以督促学生进行课下的自主学习；（2）除

了传统考试对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考察

外，增加平时对学生知识转化实践的应用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评价；（3）对学生整个课程学习阶段的学

习态度和参与度进行跟踪记录。教学环节中间课

堂表现、小组讨论、实验报告、统计调研报告等多种

形式的结合，引导学生将学习的重心转向学习过程

而不是期末考核，通过全面、系统的考评体系，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表达能力，

增强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1.2 形成性考核的设计原则

1.2.1考核目的多元化

考试虽然是统计学教学工作的最后一环，但并

不是最终目的。授课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多

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考核环节，充分发挥考试

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

践，加强统计思维的培养和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的能

力的训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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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考核内容系统化

对学生的考核不能仅仅停留在统计学原理和理

论的掌握上，还应系统地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

力等进行考核。以经管类统计学课程教学目的为方

向，制定相应的考核内容，真实反映出学生学习统计

学后，在面对实际问题时是否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统

计学知识和统计软件，分析并解决问题，使考试成为

全面测评学生学习综合能力的重要工具。

1.2.3 考核方法多样化

摒弃一考定乾坤的考核方式，在教学环节中增

加其他形式的考核方式，在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

时，也使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自觉性明显提升。

1.3 形成性考核体系方案设计

1.3.1 形成性考核体系方案

整个考核以“重平时考核, 轻期末考核”的考试

思想为中心, 考核内容、考核的类型、方式、手段都

围绕这一考试思想设计，见图1。

（1）在考核类型上, 由于重平时考核这种过程

性考核, 所以大部分考核类型都围绕平时考核而设

计, 平时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50%。平时考核包括

考勤、课堂表现、统计调研报告、实验等。发挥考试

的“指挥棒”作用，纠正学生期末考试前“临时抱佛

脚”的心态，将更多精力放在平时的学习上。

（2）在考核方式上, 综合应用多种方法, 对统计

学学习过程进行动态的、全方位的考核。在统计学

教学的各个阶段, 根据相应章节知识的特点，选择

合适的考核方式，比如小组讨论汇报、统计软件操

作等。

（3）在考试内容方面,全方位覆盖统计学的各个

环节，重点考查学生运用统计学原理和软件分析并

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考勤与课堂表现衡量学生

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自觉性；通过作业反映学生对统

计学知识点的吸收情况；通过实验考查学生对统计

软件的操作能力；通过统计调研考查学生综合分析

能力和灵活应用能力。

根据统计学课程特点和经管类学生特点，提出

统计学形成性考核，全面、系统地对学生的学习过

程进行跟踪考评。

1.3.2 统计学形成性考核构成

统计学课程形成性考核强调过程性评价，将学

生学习过程的参与情况进行量化并在课程总评中

进行体现。考核模式中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各占

50 %。与传统考核相比，增加平时成绩比重，改变

学生“轻平时，重期末”的功利心态，强调过程考核，

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过程，卸掉考试包袱，通

过统计学课程学习，真正掌握一些基本的数据处理

与分析方法[3]，具体见表1。

从统计学形成性考核内容可以看出，考核贯穿

整个课程教学始终，并且更加注重实践性。

（1）统计学学习态度考核。学习态度主要通过

出勤、课堂表现和作业 3项来进行考核。针对越来

越多的课堂“低头族”现象，增加课堂表现一项，在

授课过程中教师随机进行提问与互动，强调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也利用平时成绩的区分。其中，出勤

设定为必须完成指标，出现迟到、旷课情况则给予

相应扣分，课堂表现则以奖励为主，鼓励学生主动

参与到课堂中，对表现好的学生给予相应加分。作

业考核主要是便于教师掌握学生学习后的知识吸

收情况，根据作业完成的质量可对以后的教学进行

适时调整。对于作业的布置，除课后习题外，可适

当增加开放性、设计性题目，不设置标准答案，鼓励

学生进行创新，同样以奖励为主，根据作业完成情

况给予适当加分。

（2）统计软件操作能力考核。经管类学生学习

统计学，主要是利用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实践中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都要借助相关统计软

件进行，所以，统计软件的操作能力尤为重要。从

考核指标体系权重可以看到，这一项占到平时成绩

的 50%，并且，涉及整个课程学习的大部分章节。

根据统计学教学内容的特点，统计学软件操作主要

集中在描述统计分析、方差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图1 统计学课程形成性考核模式图

表1 统计学课程形成性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考核内容

出勤情况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上机操作

调研报告

理论笔试

权重

0.05

0.05

0.05

0.25

0.10

0.50

考核时间

授课始终

授课始终

描述统计阶段

每个专题实验课结束后

课程结束

课程结束

考核模块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学习态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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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分析等章节。

（3）解决问题能力考核。经过统计学课程的学

习后，经管类学生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否形成统

计思维，运用合适的统计方法并使用统计软件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达到统计学教学的最终目的，这一

点在统计调研报告的完成过程中可以得到充分检

验[4]。统计调研报告应安排在课程结束后，以小组

形式开展，人数控制在6人左右为宜，每组成员进行

合理分工，共同完成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工作。每

个学生最终得分可结合个人在小组中的表现和调

研报告完成情况共同评价，调研报告评定评定权重

见表2。

（4）期末考核。期末考核仍采用笔试形式, 改

革后的期末考试题型应更加丰富，重点考查学生对

统计学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和灵活运用能力。根

据笔者与学生在模拟考试后的交流，发现大部分学

生对统计学公式及单纯计算类问题有抵触情绪，对

统计应用类问题反而比较有兴趣。因而期末考核

中加大主观题比例，将客观题控制在 20%，以主观

题为主。问题中涉及初步计算的部分将SPSS操作

结果截图到试卷，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思路，重在对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2 形成性考核的实施效果

笔者曾承担安徽新华学院商学院2个班的统计

学课程教学，这 2个班为 15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本 1

班和 2班，为了解不同考试方法对学生学习的促进

作用，将 15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本 1班作为试验班，

实施形成性考核方法，15国际经济与贸易本 2班作

为对照班，仍沿用原来的考核方法，即以期末考试

为主（占70%），平时考勤为辅（占30%）。

2.1 统计学课程成绩分数段的分布

参与改革试验的 15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本 1 班

统计学成绩按分数段分布情况统计，具体见表 3。

分析期末考核情况可以看出，试验班仍然存在较多

不及格现象，但将平时的过程考核综合加权后，总

成绩整体上有所提升。

2.2 统计学课程成绩分布状态

对表4中统计学课程成绩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可

以看到，在试验班中，统计学课程成绩大体表现为

正态分布，其中卷面平均分为 77.86，总成绩平均分

为80.33。整体而言，相较于对照班表现更好。

2.3 学生自评反馈对比

统计学课程教学环节结束后分别对试验班和

对照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在统计学课程

学习过程中的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统计思维意

识、统计软件操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5个方面的

情况。在统计学课程中引入形成性考核，对于学生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效果明显，

并且经过教学过程中多方面的训练，对学生统计思

维意识的形成和团队合作能力有明显效果，这 2项

在试验班中得分都达到18分；相反，在对照班中，这

2项得分最低，分别只有11分和10分。统计学形成

性考核体系中实践操作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在学

生自评中也可以看出取得预期效果，经过大量上机

操作，学生普遍在统计软件操作能力上得到大幅提

升，掌握基本数据处理能力（表5）。

3 结语

综合分析统计学课程教学过程考核及期末考

核，可以看出考核方式的转变有效地改变了学生的

表2 调研报告评定权重表

评定内容

报告内容

报告文字

个人完成情况

团队评定

自我评定

权重

0.25

0.25

0.25

0.15

0.10

评定项目

调研报告

个人表现

表3 试验班与对照班成绩分布情况

分数段

＜60

60～＜70

70～＜80

80～＜90

≥90

合计

期末成绩

试验班 对照班

人数

8

2

13

14

13

50

比例/%

16.00

4.00

26.00

28.00

26.00

100

人数

13

9

11

13

3

49

比例/%

26.53

18.37

22.45

26.53

6.12

100

总成绩

试验班 对照班

人数

0

6

15

15

14

50

比例/%

0

12

30

30

28

100

人数

7

11

13

15

3

49

比例/%

14.29

22.45

26.53

30.61

6.12

100

表4 试验班和对照班统计学课程成绩对比

成绩

期末成绩

总成绩

期末成绩

总成绩

平均分

77.86

80.33

69.69

73.42

中位分数

78.00

80.33

72.45

78.00

标准差

6.21

2.07

7.63

4.06

最低分

40

60

43

45

最高分

98

99

96

95

班级

试验班

对照班

表5 学生自评情况对比

合计

（100分）

85.96±1.7

57.51±6.17

班级

试验班

对照班

学习兴趣

（20分）

16±2.08

12±3.65

学习主动性

（20分）

17±1.52

12±2.40

统计思维意

识（20分）

18±1.81

11±3.02

统计软件操作

能力（20分）

17±2.31

12±3.26

团队合作能

力（20分）

18±1.16

1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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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态度，变被动为主动，更多地参与到课堂之中，

转变了期末考试前突击复习的做法，更多精力投入

到平时的学习之中。通过软件操作的强化训练与

统计调研报告的接合，学生对统计学课程知识点掌

握得更牢固，实践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基本达到

改革预期目标[5]。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发现，虽

然平时考核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改革，但大多数都

是以小组形式开展, 容易造成学生“搭便车”现象,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学生参加平时各项教

学活动的积极性。可考虑从 3 个方面入手加以改

进：首先，加强过程性考核监控力度。由于重平时

考核这种过程性考核, 所以需要加强过程性考核监

控力度, 确保每一位同学真正参与到小组活动当

中；其次，在小组考核的基础上，增加小组内成员间

的互评，对小组成员的不同贡献进行区分，增加每

一位学生的参与度；最后，加强考后的沟通。考试

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力得到提升，因此考后的试

卷分析不仅是老师的工作，学生也应参与其中，应

加强考后的师生沟通，将教学过程延长至考后的分

析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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