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计和计量类课程的教学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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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博士第二年开始给本科生教课,到现在大概有八年时间了。 比起资深教授,我显然还

“道行太浅冶。 这里仅从个人讲授概率统计和计量经济学(英文)课程的经历中分享一点自己

的教学感悟。
我想从上课时每次介绍新知识点的流程讲起。 我作学生的时候,每次学到新的知识点,在

我的印象里,有些老师通常都先给出概念或问题定义,然后讲解方法和技术细节(包括计算、
证明等),最后加一个应用该方法的例子。 用这样的方式,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可能是会按部就

班地接受并逐渐消化每一个知识点,但是他们通常并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 没有一个

明确的动机,教学就会成了传统的填鸭式,学生也很难真正地投入进去,也很容易遗忘。 学生

一定要认可“我需要学习这个东西,它是有用的冶,才会全神贯注地带着好奇心学习。
第一步:动机(Motivation)。 我的讲授流程一般是从动机讲起———抛一个问题给学生,让

他们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发现搞不定了,自然而然地就需要新的知识了。 比如概率统计课上

我在讲假设检验的时候,我会问学生:苹果公司官方宣布新的 iPad 电池续航时间是 10 小时。
你信吗?

这时,有 iPad 的同学就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参与讨论了。 然后抛出问题,假设现在我们

有 50 个 iPad 做我们的样本,它们的平均电池续航时间是 6 小时,那么你信苹果的官方宣布

吗? 学生会说当然不信,差得也太多了吧! 我说,那如果它们的平均时间是 9郾 99 小时

呢? ———那就得信了吧? 毕竟样本有随机性在。 那么 7 小时呢? 8 小时呢? 8郾 5 小时呢? 学

生就慢慢沉默了,他们就会主动去思考:什么叫“差得多冶,什么叫“差不多冶。 我会告诉学生,
当你面对很明显的事实的时候,可能你用常识就可以判断;统计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在模棱两可

的边缘。 就像这个问题,常识没办法告诉你 8郾 5 是不是还跟 10 差很远,这时,我们就需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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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工具———假设检验了。
第二步:直觉(Intuition)。 有了明确的动机,按理说就应该直入主题讲授方法了。 但我喜

欢(尤其是当我们遇到比较晦涩抽象的内容时)在此之前先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直观的理解,然
后再引出正式的概念或方法,这样有时他们甚至可以沿着这些直观的理解自己抽象出将要学

习的概念———这便是他们自己学到的,而不是老师硬塞给他们的。 学生对于自己主动理解吸

收的知识总是会掌握得格外牢固。 老师的角色应该更像一个导游,毕竟真正来旅游来体验的

是学生自己。 我每学期开学的时候都会告诉学生:I蒺m not here to teach. I蒺m here helping you to
learn.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阶段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些类比或者简单直观的例子来引导他们。
例如,我在正式给出偏差(bias)和方差(variance)的概念公式之前,都会给学生先看一张下面

的打靶图:

通过这四张图的对比,学生就会大概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什么叫做偏差,什么叫做方差 /波
动性。 然后再引出它们的标准概念,学生通常就会接受得更自然一些。

第三步:方法(Methodology)。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概念、定理、方法了。 在这一步,我觉得

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尽量帮助他们跟之前的知识点进行连接和比对。 这样随着课程的逐渐深

入,他们脑海中的知识点将会渐渐地连成网,而不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 我听很多同学反

映过,学完一门课,好像每个小知识点都懂,但是还是不知道这整门课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

的后果可能就是,考完试,这门课也就慢慢被遗忘了。 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

整的体系(big picture),而碎片总是很容易被遗忘被忽略。 所以,在多元统计中,在讲授因子分

析时,我一定会比对主成分分析,启发学生思考它们的区别、联系和各自的应用场景;在讲聚类

分析时,自然而然会关联到分类分析,等等。 学期结束时,我会鼓励或带领他们用一张 A4 纸

把整个学期的内容“画冶出来———每个知识点、每个章节是什么逻辑关系,适用于怎样不同的

场景等,这就是整个课程的 big picture,也是由点形成的面。
第四步:技术细节(Technical details)。 作为统计或计量课程,技术细节(例如计算公式、编

程算法、定理证明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部分也通常是学生最容易走神的环节。 从我的经验

来看,想让学生集中精力,首先要做的是不要过分依赖电脑课件展示,至少在技术细节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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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黑板呈现,学生记笔记的形式。 这样不仅有利于老师把控课堂节奏,而且学生跟着记笔

记,会习惯性跟着思考。
说到思考,在这个技术细节的环节还有个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

从学生的角度去想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 要揣摩他们可能会懵在哪儿,并对此进行更加详

尽、浅显地讲解。 我读书的时候上过一门资深外国教授的课,他自身的学术水平非常高,所以

在他的课上,我们学生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straightforward冶。 大概是因为站在他自己的角

度,一切问题都是 a piece of cake,所以可能就会和学生有些脱节。 这一点也许是我们年轻老

师的优势,毕竟自己刚刚结束学生生涯不久,所以更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困惑。
同时,在技术细节的环节,我会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反馈情况,适时停下来问他们有没有问

题。 这样他们首先会觉得自己被关注到,而且会积极地思考并及时反馈。
以上就是我在引入新的内容时通常采用的讲授流程。 除此之外,我还有几点我认为效果

比较好的小贴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简短的复习。 每节课的开始我通常会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帮学生回顾前面学习的内

容。 毕竟学生需要同时学习多门课程,轮到这门课时,他们很可能对上次或前面几次课的内容

已经略有遗忘。 如果这时直接开始新内容,他们很有可能无法瞬间进入状态,而导致整堂课的

效果欠佳。
(2)适当的节奏和适时的反馈。 我通常不会把课程内容安排得太满,否则可能会出现赶

进度的囫囵吞枣的场面。 由于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学生消化课上的所有内容,我会按照平均

水平学生的接受程度设定课程节奏,同时给游刃有余的学生一些额外的挑战,比如提供一些参

考文献等拓展性学习的途径。 另外,适时地(例如开学半个月后、期中考试后等)做几次关于

课程的问卷调查,也能帮助我们根据需要改进教学。
(3)更相关的例子。 比如在概率统计中,没有人真正特别关心怎么投硬币、掷骰子、取小

球。 这些当然可以作为帮助我们理解的小例子放到上面说的第二步,但如果整门课都一直在

投硬币、掷骰子,那么学生会失去兴趣也不算奇怪了。 我们可以使用更贴近他们生活、让他们

感觉更相关的例子作为课堂展示———例如在厦门大学我就会使用福建人都关心的博饼来讲古

典概型;如果在四川,也许就是打麻将———这样不仅能让他们带着好奇心去主动思考,而且可

以让他们觉得,所学真的有用。
(4)因材施教。 我这里想说的就是,带不同阶段的学生,我们大概要侧重不同的方面。 如

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二年级的、刚刚进入这个专业领域的新生,最重要的应该是建立他们对这

个专业方向的认同感,更多地从科普、直觉的角度出发。 对于三、四年级的本科生,他们已经初

步了解了这个专业,并且未来的可能性很多,所以这是他们对新知识最渴求、接受度最高的阶

段,我们应该多传授一些“干货冶、给他们更多的挑战。 对于应用硕士,他们是直接对口工作

的,所以在讲授课程内容的同时我会顺带培养一下他们的专业技能,例如撰写报告、口头展示

等。 而对于学术型硕博士,课上内容更不应该只拘泥于书本,我们在课上可以提供一些课程相

关的研究前沿介绍和参考文献,让学生主动学习,并启发他们在研读的过程中发掘新的有趣的

课题。
这就是我从开始教课到现在的一些个人感悟。 当然,它也许并不适用于所有课程和所有

老师,只是提供一个可能的借鉴。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习惯并有效的教学方式,一千个老师可能

会有九百九十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但我相信相同的是,通过我们的讲授,学生从懵懵懂懂到逐

渐清晰,再到最终掌握并认同这门课程甚至这个学科时,给我们带来的欣慰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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