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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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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课程思政评价体系是全面实施课程思政的保障措

施，本文尝试立足“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在明确统计类专业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基础上，以系统性、一致性、可测性、完备性、

独立性为构建指标体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在初步构建了统计学专

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 LOWA 算子对指标体

系进行优化，得到了较为科学的统计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

标体系，以期为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成果评估提供方法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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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新模式。当前

对于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原则、标准、基本特征、实施路径以及

与“思政课程”教育的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

随着课程思政教育的逐步深入，如何对高校课程思政教育尤其是

专业类课程思政教育的成果进行评价还处于探索阶段，公认成熟

的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尤其是针对财经类高校统计专业类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未见有文献研究，基于此，本文对财经类高校

统计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统计学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导思想

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以“三全

育人”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同时结合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中对专业思政教育和专业课

程思政教育的要求而构建的。以“三全育人”为指导思想，是指

在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采取立体、全面的评价方式，这是一种在

开放的视野下，将课程思政教学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理念进行

评价的。“全员育人”指的是与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相关联的主体

都应作为评价对象，尤其是授课教师；“全过程育人”主要是思

政元素教育应该融入到专业课教学全过程中，评价指标应该具有

完备性；“全方位育人”主要是强调育人的空间维度，课程思政

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课堂，还应该延伸到第二课堂的实践环

节中。

统计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目标应集中在将思政元素引入到

学科专业的深处，把统计学科内涵、统计学科体系、统计思维与

科学思维、国家意识、人格培养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以专业课程教学为引领，传递和光大社会生产与生活经验，锻炼

学生独立生存和超越自我的本领；通过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培养学

生的人文情怀和中国精神，引导培养学生成为民族伟大复兴追梦

人。

二、统计学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指标体系的设计中，指标必须要能够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反映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这样才能提高指标体系的整体质量。统

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设立如下五个构

建的基本原则：一是指标的系统性：体现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能

够全面、系统的反映统计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的过程与结果，从

而对统计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有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认识。二是指

标的一致性：所构建的统计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应与专

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是一致的，所构建的指标应该成为反映课堂

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向指示标。三是指标的可测性：指标

应体现在指标数据的收集过程与可测性，所选取的指标应该是能

够客观度量，并且能够从数量或程度上进行区分的。四是指标的

完备性：表现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应该反映思政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从统计类专业课程角度来讲，应该贯彻课程目标、课程教学

方法选择、课程资源建设、课程考核、学生体验和收获、课后的

反思都应体现课程思政教学的要求。五是指标的独立性：指标的

独立性要求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避免因为指标的综合性不

强而导致指标缺乏独立性，应选择代表性强的重点指标。

三、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一）设计思路

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取决于两个

中心，一个过程，两个中心即以学生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一

个过程是指教学过程。课程思政的教学不是单纯地做增量，而是

融入教学内容的教学方法，应该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课程思

政的教学宏观上应该以专业培养目标、专业课程的培养目标，微

观上以课程教学目标为起点，以贯彻始终的课程课堂教学为手段，

以学生知识技能的专业素养为归宿的全链条式的过程体系。因此

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应该始于思政教学目标分析，着

力于教学过程，终于学生培养结果。

（二）指标体系初步设计

依据“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围绕“目

标 - 过程 - 结果”三个维度，同时参考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初

步确定统计学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设置

为目标、过程和结果三个。其中，“目标”下设 3 个二级指标分

别为专业培养目标、专业课程培养目标、课堂教学目标，三级指

标为专业培养定位、思政培养目标、支撑保障目标、知识体系目标、

课程体系思政目标、职业素养培养目标、课堂知识技能培养目标、

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思政目标的可持续性；“过程”下设 7 个

二级指标分别为教师、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考核、教学资源，三级指标为师德师风、业务素养、教学反思、

思政教学意识、教学态度、目标可达成性、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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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计划安排、教材的思想性、教材的专业性、教材的适用性、

教学内容的先进性、隐性思政元素的嵌入、教学内容的应用性、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学互动效果、教学方法及时更新、教学改

革的有效性、过程性考核、多样性考核、实践能力性考核、教学

资源丰富；“结果”下设学业效果、思政教育效果 2 个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为学业效果、对思政教育的认知度、思政目标达成度。

四、基于 LOWA 算子的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

体系优化

（一） LOWA 算子指标体系优化思路

本研究基于前面所提到的构建指标体系的 5 项原则，咨询相

关 5 位专家，对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为“优、

良、中、差”，之后利用美国学者 Yager 提出的基于模糊语言的

集结决策信息的有序加权平均算子（LOWA）方法对模糊评价结

果进行集结，进而择优选取评价指标。

设 X={X1，X2，X3，…Xn} 为初步设定的指标集合；Q={Q1，

Q2，Q3，…Qm} 属性集合，即指标体系构建的五项原则，其中

m=5；D={d1，d2，d3， …dk} 为 专 家 集 合， 其 中 k=5。 专 家 dk 给

出的第 Xi 个指标隶属于属性 Qj 的评价结果为 rk
ij，从而建立评价

矩 阵 R=（rk
ij）n×m， 其 中 rk

ij ∈ S，S={ 优、 良、 中、 差 }。 设

f：R → S， 若 f（r1，r2，r3， …，rn）=ma
j
xmin（ωj，bj）， 其 中

ω={ω1，ω2，ω3，…，ωn} 是与 f 相关联的加权向量，ωi ∈ S，

且 bj 是 集 合 {r1，r2，r3， …，rn} 中 第 j 个 最 大 的 元 素，f 就 是

LOWA 算子。LOWA 算子集结过程一般如下：

（1）利用 LOWA 算子对评价均值中第 i 行的评价值进行集结，

得到专家 dk 所给出的指标 xi 的综合评价结果 Zk
j：

Zk
j=f（rk

i1，rk
i2，…rk

im）= ma
j
xmin（ωj，bk

ij）（4-1）

其 中 bk
ij 为 rk

i1，rk
i2， …rk

im 中 第 j 个 最 大 的 元 素，ω={ω1，

ω2，ω3，…，ωn} 是与 f 相关联的加权向量，在实际操作中设置

为 ω{ 差、良、中、优、优 }，表示“5 项原则中至少 3 项，指标

的评价结果达到‘优’作为选择原则”

（2）利用 LOWA 算子对 k 位专家给出的指标 Xi 的综合评价

值进行集结，得到指标 Xi 的群体综合评价值 Zi：

Zi=g（Z1
i，Z2

i，…，Zt
i）=ma

k
xmin（vk，bk

i）       （4-2）

其 中， 其 中 bk
i 为 Z1

i，Z1
2， …，Zt

i 中 第 k 个 最 大 的 元 素，

v={v1，v2，v3，…，vn} 是与 g 相关联的加权向量，在实际操作中

也是选取 v={ 差、良、中、优、优 }，表示“5 位专家中至少三位，

指标的评价结果达到‘优’作为选择原则”。

（3）根据集结的评价结果，对指标进行选取。在实际操作中，

选择评价结果为“优”的指标进入指标体系，其他指标均做删除

处理。

2. 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优化过程

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三级指标，

按照上文描述的基于 LOWA 算子的评价结果集结过程，依次对上

一级指标对下一级指标进行评价。以“过程”指标为例，介绍评

价结果集结过程。五位专家给出的评价结果为：

表 1：5 位专家的评价结果

指标 系统性 一致性 可测性

教师（B1） 优、优、优、优、优 优、优、优、优、优 优、优、优、优、优

教学大纲（B2） 优、良、优、优、优 良、优、优、优、优 良、中、优、优、中

教材（B3） 良、良、优、优、优 优、优、良、优、良 优、优、优、优、优

教学内容（B4） 优、优、优、优、优 良、中、优、良、优 优、优、优、良、优

教学方法（B5） 优、优、优、良、良 优、良、优、优、良 优、优、优、良、良

教学考核（B6） 优、良、良、优、优 优、优、优、优、优 优、良、优、优、优

教学资源（B7） 优、优、中、良、优 良、优、中、良、良 中、良、优、优、优

接续上表：

完备性 独立性

优、优、优、优、优 优、优、优、优、优

优、优、优、良、优 优、优、优、优、优

中、优、优、优、优 良、优、优、优、优

优、优、优、良、优 良、优、优、中、优

优、优、优、良、中 优、优、优、优、优

良、优、优、优、优 优、优、优、优、优

优、良、良、良、优 良、中、良、中、优

分别按照公式（4-1）与（4-2）对 5 位专家的评价结果进行集结，

如下表所示。

表 2：专家评价的集结结果

指标 d1 d2 d3 d4 d5 Zi

教师（B1） 优 优 优 优 优 优

教学大纲（B2） 优 良 优 优 优 优

教材（B3） 良 优 优 优 优 优

教学内容（B4） 优 优 优 良 优 优

教学方法（B5） 优 优 优 良 良 优

教学考核（B6） 优 良 优 优 优 优

教学资源（B7） 良 良 中 良 优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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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程指标优化结果中，只有教学资源（B7）的评价结果为

“良”，按照评价结果为“优”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在过程指

标中删除二级指标教学资源（B7）。后与 5 位专家交流后发现，

教学资源（B7）指标与教学方法（B5）的三级指标教学方法的多

样性（B51）在评价标准上一致，建议删除该指标，保留三级指标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B51）。利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对各二级指标

A1-C2 应用 LOWA 算子进行评价结果的集结。由于思政目标的可

持续性（A33）、教学态度（B15）、教材的适用性（B33）三个

二级指标未达到评价结果为“优”，故此做了删除处理。

经过上述过程的处理，最终构建了统计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 3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和 29 个

三级指标。优化后的指标体系见下表：

表 3：统计类专业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优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A）

专业培养目标（A1）

专业培养定位（A11）

思政培养目标（A12）

支撑保障目标（A13）

专 业 课 程 培 养 目 标

（A2）

知识体系目标（A21）

课程体系思政目标（A22）

职业素养培养目标（A23）

课堂教学目标（A3）
课堂知识技能培养目标（A31）

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A32）

过程（B）

教师（B1）

师德师风（B11）

业务素养（B12）

教学反思（B13）

思政教学意识（B14）

教学大纲（B2）

目标可达成性（B21）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计划

安排（B22）

教材（B3）
教材的思想性（B31）

教材的专业性（B32）

教学内容（B4）

教学内容的先进性（B41）

隐性思政元素的嵌入（B42）

教学内容的应用性（B43）

教学方法（B5）

教学方法的多样性（B51）

教学互动效果（B52）

教学方法及时更新（B53）

教学改革的有效性（B54）

教学考核（B6）

过程性考核（B61）

多样性考核（B62）

实践能力性考核（B63）

结果（C）

学业效果（C1） 学业效果（C11）

思政教育效果（C2）
对思政教育的认知度（C21）

思政目标达成度（C22）

五、结论

本文以“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围绕“目标 - 过程 -

结果”的思政教育过程，构建了财经类高校统计学专业类课程思

政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共包含 3 个一级指标，11 个二级指标

和 29 个三级指标，以期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能够为高校专业类课程

思政评价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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