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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课程思政能够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ꎬ在协同育人中突显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ꎮ 但是在实践教学过

程中ꎬ新工科的在线课堂思政普遍存在思政教育元素挖掘力度不足ꎬ思政案例陈旧ꎬ以及思政效果评价缺失等问题ꎮ [方法]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课堂思政教学中ꎬ提出了一种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型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ꎮ 该方法以 ＡＤＤＩＥ 模型为核

心ꎬ对教学目标ꎬ教学内容进行思政模块重构ꎬ并通过在线思政实例教学ꎬ从教学达标度、学生接受度、专业契合度等维度进行

教学效果评价ꎮ [结果]评价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认知情感ꎬ提升课堂思政的接受度ꎮ [结论]上述方法切实加强

了学生的思政自主学习意识ꎬ学生在整体知识认知程度与认知情感体验 ２ 个维度上ꎬＰ 值分别为 ０.００４ 和 ０.００９ꎬ所获数据具有

高度统计学意义ꎬ学生的在线课程思政满意度达到 ７８.４％ꎬ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实践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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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统计信息类专业的

必修课ꎬ也是众多理工科专业的通识课ꎬ教学目的

是培养学生具备数理统计和运算技能的实践能力ꎮ
在课程体系中ꎬ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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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思维以及推理能力的基础学科ꎬ对拓展学生

的科学探索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如今ꎬ课程思政

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ꎬ也是构建大

思政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ꎮ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ꎬ
各类各级院校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ꎬ然而在大规

模的在线教育过程中ꎬ如何有效开展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线上思政课程教学ꎬ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ꎬ
落实思政育人的实效ꎬ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ꎮ

当前ꎬ伴随着“互联网 ＋ 教育”的快速发展ꎬ融
合线下线上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ꎬ有力提升了课

堂教学的授课效果ꎮ 比如ꎬ线下教学具有师生信息

单向传递ꎬ课堂监管缺失等问题ꎬ通过融合线上教

学ꎬ能够有效改善教学模式ꎬ提升学生主动学习与

个性化学习能力ꎮ 李超等[１] 基于深层次学习模型ꎬ
通过设计在线混合式教学平台ꎬ提升了学生的学习

投入度ꎮ 刘玉文等[２]基于任务驱动理论ꎬ将课堂知

识进行模块化设计ꎬ利用课堂翻转、在线自主学习

等环节ꎬ改善了在线教学的过程性评价指标ꎮ 目

前ꎬ已有部分学者将线上教学模式应用于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的课程教学过程中ꎬ充分发挥网络教学的

诸多优势ꎮ 如赵秀菊[３] 通过构建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金课ꎬ探讨了互联网＋模式下ꎬ线上线下教学融合

发展的可能性ꎮ 朱方霞[４] 基于 ＭＯＯＣ 模型设计了

异步 ＳＰＯＣ 教学模块ꎬ探索研究了“学生主导＋教师

主体”的智慧课堂构建ꎬ将实践教学理论融入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ꎮ 此外ꎬ也有学者以课堂思政

教学为基础ꎬ通过改善教学授课效果ꎬ提升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在线课程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ꎬ如
张慧等[５]探讨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课程思

政元素挖掘的途径与方法ꎮ 马昕[６] 从教学内容与

教学效果上分析了课堂思政育人的教学方法ꎬ设计

了相关的教学案例ꎮ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ꎬ虽然针对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线上课堂与思政教学发

展迅猛ꎬ但上述线上思政教学模式多为线下课程教

学的补充形式ꎬ无法真正满足大规模线上思政教学

的需要ꎮ
针对当前思政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师生交互效

率低下ꎬ课堂教学过程缺乏必要管控ꎬ以及思政素

材无法有效结合课程内容等问题ꎬ本文利用互联网

＋ＡＤＤＩＥ 模型进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模式

改革ꎬ融合传统讲授式教学和线上教学的优点ꎬ提
出了一种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型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

线课程思政教学方法ꎮ 该方法以高祖新编著的«医
药数理统计方法»为研究内容ꎬ把教学内容划分为分

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开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实施(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５ 个模块ꎬ创建

思政学习任务ꎬ以学生在线自主学习为中心ꎬ通过

学生认同和学习效果的多维评价ꎬ进行思政课堂翻

转ꎬ提升课堂思政的授课效果ꎮ

１ 教学设计

以 ＡＤＤＩＥ 模型为基础ꎬ对教学目标、学习对象

和教学环境进行综合分析ꎬ结合课程思政学习的实

际特点ꎬ分阶段进行教学实践设计ꎮ 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

型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线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包

括思政教学目标设计、在线教学模式设计和在线教

学过程设计ꎮ
１.１ 思政教学目标设计

思政教学目标设计以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课程分析为核

心ꎬ重点分析蚌埠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医学信息工

程专业学科特点ꎬ通过设计教学案例ꎬ在探讨式案

例教学中进行课程思政教育ꎮ 结合实际问题或现

实生活ꎬ合理地设计生动的问题情境或课程思政情

境ꎬ利用设问的形式开展探讨式教学ꎮ 思政教学目

标设计主要可分为课程知识目标设计与课程思政

目标设计ꎮ
１)课程知识目标ꎮ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ꎬ让学生重点掌握概率的基

本性质ꎻ掌握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ꎻ掌握样本与

统计量ꎻ掌握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ꎻ熟悉正态分布ꎬ
均匀分布和指数分布ꎻ熟悉非参数假设检验ꎻ熟悉

多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ꎻ了解线性回归及其基本应

用ꎻ了解常用的检验方法ꎮ
２)课程思政目标ꎮ
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大纲ꎬ在课程教学中

把辩证唯物主义融入教育中ꎬ提高学生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ꎮ 通过线下教学与线上

混合式教学ꎬ使学生掌握严谨的科学实验技能ꎬ注
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ꎬ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

真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ꎮ
１.２ 在线教学模式设计

在线教学模式设计以 ＡＤＤＩＥ 教学模型中的设

计(Ｄｅｓｉｇｎ)、开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为指导ꎬ将课程思

政融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ꎬ通过线下理论教

学案例、线上实践教学案例、课程考核与反馈、教学

效果分析等ꎬ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实践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ꎮ 其中线下理论教学案例包括 ３ 部

分:基础性知识案例、模块化知识结构案例、创新能

力培养案例(和医学应用相结合)ꎻ线上实践教学案

例包括:课前的基础型案例自学引导、课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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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案例师生共教、课后的创新能力案例强化提升ꎻ
课程考核与反馈包括:学生端的学情主观反馈ꎬ教
师端的效果客观反馈ꎻ教学效果分析包括:教师教

学手段、学生专业背景ꎬ授课知识点的多因素隐性

分析ꎬ具体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在线课程思政教学方法设计　
１.３ 在线教学过程设计

依据在线教学模式设计思路ꎬ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型

的线上思政教学框架主要包括 ５ 个环节:(１)课前

学习场景的构建ꎻ(２)课中教师思政教学任务的分

配ꎻ(３)课中学生思政学习任务的分解ꎻ(４)课后学

情效果的评价ꎻ(５)课后实践教学的知识点延伸ꎮ
整体流程细节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基于 ＡＤＤＩＥ 教学模型教学过程设计

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型的线上思政教学模型ꎬ结合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大纲与教学进度ꎬ梳理

出本课程的思政教学元素ꎬ共挖掘与设计覆盖 １０ 个

教学单元的思政教育元素 ５４ 个ꎬ如随机事件及其概

率章节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随机概率实验、多元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章节中的工匠精神与小概率事

件等ꎬ科学合理地融入课堂思政要素ꎬ同时增加思

政与现实生活的契合度ꎮ
利用上述思政元素ꎬ在课前学习场景构建阶

段ꎬ以 ＡＤＤＩＥ 模 型 的 分 析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与 设 计

(Ｄｅｓｉｇｎ)的工程化开发理论为指导ꎬ教师通过线上

平台ꎬ在线发布包含思政教学引例的课前知识ꎬ在
介绍概率论起源与发展来源的教学实例中ꎬ以学者

生动的故事背景为主线ꎬ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认知

与发展的兴趣ꎮ 该阶段通过知识点记忆与测练融

合的形式ꎬ适时反馈学生的知识储备与兴趣点方

向ꎮ 通过深入分析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特点ꎬ以在

线问卷调查ꎬＱＱ 讨论等网络形式ꎬ对蚌埠医学院卫

生管理学院的医学信息工程专业进行课前调研ꎮ
图 ３ 为该专业课前学习场景构建流程图ꎬ以此为基

础ꎬ实现学习场景的构建ꎮ

图 ３　 课前学习场景构建流程

在课程学习任务分配与学习阶段ꎬ以 ＡＤＤＩＥ 模

型的开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与实施(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的工程

化开发理论为指导ꎬ突出教师端的思政教学任务引

领与学生端的思政自主学习实践两个方面ꎮ 在教

师端层面ꎬ教师根据预习和讨论环节收集的数据信

息ꎬ对重要知识点和欠缺知识点进行讲解ꎬ通过生

讲师评、生讲生评和师导生演等课堂翻转方式ꎬ进
行具体知识点的应用和拓展ꎬ并结合案例开展思政

元素拓展ꎮ 同时借助于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ＳＰＳＳ 等统计

软件ꎬ进行知识点绘图与可视化ꎬ启发学生的自主

思考与辩证唯物主义思辨能力ꎮ 在学生端层面ꎬ学
生通过登录在线学习平台ꎬ进行在线自主知识点学

习ꎬ并根据课时分配的学习任务ꎬ进行在线回复、角
色扮演、作业互评等课程学习环节ꎮ 图 ４ 是课程学

习任务分配与学习构建流程图ꎮ

图 ４　 课程学习任务分配与学习构建流程

在课程评估阶段ꎬ以 ＡＤＤＩＥ 模型的评估(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的工程化开发理论为指导ꎬ围绕学情效果评

价与实践教学延伸 ２ 个方面展开ꎬ从“教师引领－思
政教学内容－网络教学手段－学生参与－教学效果”５
个层面ꎬ分别建立“教学达标度－学生接受度－专业

契合度”３ 个评价维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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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线教学案例实施与评价

２.１ 教学案例样本

本研究通过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教

学模式应用于蚌埠医学院医学信息工程专业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学年第 １ 学期的本科教学中ꎬ共涉及 ９０
名本科生ꎬ实验周期设定为前 １０ 周ꎬ其中ꎬ前 ５ 周为

对照组教学模式ꎬ后 ５ 周为实验组教学模式ꎮ 该专

业系统融合了医学工程、电子信息、计算机及网络

等学科ꎮ 针对该专业的学科特点ꎬ学习平台选择学

习通在线软件平台以及钉钉手机 ＡＰＰ 平台ꎬ定时进

行学习知识要点的推送与发布ꎬ充分发挥教学平台

的在线教学功能ꎬ以网络发帖、学习任务通知、在线

讨论、课程考勤、随机测试等形式ꎬ完成线上教学环

节ꎮ 实验重点评价学生满意度和思政教学效果在 ５
个层面ꎬ３ 个维度上的对比情况ꎮ 测量工具为用户

满意度调查问卷以及李克特量表ꎮ
２.２ 教学效果分析

１)课程有效性评估ꎮ
教学效果分析包括课程有效性评估ꎬ学生满意

度评价以及思政教学效果 ３ 个方面ꎮ 其中ꎬ课程有

效性评估的 １ 级与 ２ 级指标如表 １ 所示ꎮ 依据上述

指标设计学生满意度评价问卷表ꎬ将不同维度的 ２
级指标转化成 ３２ 个对应的问卷题项ꎮ 共在线发放

问卷 ９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８８ 份ꎬ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由表 ２ 可知ꎬ超过 ７５％的学生对课程的教

学内容、教学手段、思政教学形式感到满意ꎻ８０％以

上的学生认同在线课程教学与线下课堂互动的学习

效果ꎻ此外ꎬ约 ８５％的学生肯定了思政教学在知识传

授、学习能力培养以及立德树人方面的积极效果ꎮ
表 １　 课程有效性评估指标

１ 级指标 ３ 个维度 ２ 级指标

教师评价

达标度 教学内容的导向能力

接受度 教学形式的准确认可度

契合度 教师实践教学的满意度

思政内容评价

达标度 思政案例的内容开发度

接受度 思政知识点的接受度

契合度 隐形思政的满意度

教学手段评价

达标度 信息手段的合理度

接受度 教学手段的有效度

契合度 教学手段的满意度

学生参与评价

达标度 思政思维的合理度

接受度 思政内容的认同度

契合度 思政元素学习的满意度

教学效果评价

达标度 课程内容的合理度

接受度 课程内容的认同度

契合度 课程内容的准确度

表 ２　 在线课程思政学生满意度评价问卷调查

问卷维度 问卷题项

选项人数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

确定
不

同意
非常

不同意

达标度

线上与线下知
识有效融合

３１ ３３ ２２ １ １

互动讨论能够
满足学习要求

２９ ３９ １８ １ １

接受度

思政元素有助
于教学内容的
接受

２８ ４５ １５ ０ ０

思政案例的教
学易于理解

２５ ４２ ２０ １ ０

思政知识点能
与课程知识点
有机结合

４０ ３２ １４ １ １

契合度

思政教学任务
有利于提高学
习能力

３１ ４４ １２ １ ０

教学平台有助
于学习目标的
实现

２０ ４８ １８ １ １

师生互动有助
于解决实际问
题　

１５ ５０ ２１ ２ ０

　 　 ２)思政教学参与度分析ꎮ
对比基于 ＡＤＤＩＥ 模型的思政教学方法实施效

果ꎬ采用 ｔ 检验验证实施前后的学生对课堂知识点

的认知水平差异ꎬ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分析表 ３ 可知ꎬ
学生在整体知识认知程度与认知情感体验 ２ 个维度

上ꎬ具有统计学意义ꎬ表明该模型对于提升学生的

思政知识认同与情感认同方面ꎬ具有一定的改善与

提高ꎬ而在知识认知技能维度上没有统计学意义ꎬ
表明学生在实践技能的参与、调整与完善等方面有

待提高ꎬ未来通过增加师生、生生交互频率与交互

深度等环节ꎬ提升该方法的有效性ꎮ
表 ３　 思政教学参与度 ｔ 检验

认知
维度

前测
均值

后测
均值

变化
均值

ｔ 值 Ｐ 值

Ａ 思政知识认同 ３.６６ ３.７５ ０.０９ ３.２８ ０.００４∗∗

Ａ１ 个体认知 ３.２６ ３.３３ ０.０７ ０.５７ ０.４８２∗∗

Ａ２ 思政任务认知 ３.２４ ３.４８ ０.２４ １.６１ ０.２５１∗∗

Ｂ 思政情感认同 ３.４５ ３.５２ ０.０７ ０.７３ ０.００９∗∗

Ｂ１ 元认知体验 ３.５１ ３.６３ ０.１２ ０.９４ ０.００３∗∗

Ｂ２ 思政认知体验 ３.５９ ３.７１ ０.１２ ２.５１ ０.４２６∗∗

Ｃ 知识认知 ３.６２ ３.６８ ０.０６ ２.８７ ０.０２４∗∗

Ｃ１ 知识计划 ３.４８ ３.５１ ０.０３ １.７４ ０.２１３∗∗

Ｃ２ 知识应变 ３.２１ ３.２９ ０.０８ ０.８３ ０.０３８∗∗

注:∗Ｐ<０.０２ꎬ有统计学意义ꎻ∗∗Ｐ<０.０１ꎬ有高度统计学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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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充分利用雨课堂功能模块ꎬ建立更有效全面的 评价方式ꎬ促进有机化学取得理想教学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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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教学反思与总结

本课程的亮点是通过融合线上线下课程教学ꎬ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按照 ＡＤＤＩＥ 模型进行模块化

功能分解ꎬ同时结合思政案例与混合式教学模式ꎬ有
效提升了线上思政教学效果ꎬ降低了线下教学中学生

参与度低、接受度差等问题ꎮ 此外ꎬ从教学效果评价

角度ꎬ本课程在保持专业背景特色的前提下ꎬ适时融

入“思政”元素ꎬ并通过教学过程互动与学情反馈等

环节ꎬ有效提升了学生对课堂思政的接受能力ꎮ
本文将工程化开发理论应用到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课程教学中ꎬ通过实践教学与效果评价ꎬ探索

了思政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的可行性ꎬ经过试验

分析对比ꎬ该方法达到了良好的效果ꎮ 由于缺乏实

践课程的思政在线指导ꎬ本课程的实验教学环节未

能得到有效的提升ꎮ 如何深度融合思政理念ꎬ因势

而导ꎬ保障在线实践教学的“思政”教学效果是未来

深入研究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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