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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驱动模式的教育统计学课程教学方法 

潘晓刚 ，刘 靖 ，张 明 
(1．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01082) 

[摘 要] 事物的认识服从思维创造的规律，充分掌握数学思维的创造过程，对于提高教育统计学的授 

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从思维创造的机理出发，提出了思维驱动模式的教学概念，在知识点的等效折合理论和 

假设思维引入的基础上，采用主观顿悟式驱动和逻辑思维力驱动两种模式避免学生产生思维迟滞和思维混乱， 

多角度多方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思维过程保持充分活跃，从而提高军事教育统计学的授课质量。 

[关键词] 思维创造；等效折合；假设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3)O1—0089—03 

The Teaching Method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Based on Ideation Driving Mode 

PAN Xiao—gang ，LIU Jing ，ZHANG Ming 

(1．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na； 

2．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m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The cognition of things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ideation creative process．So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teaching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to master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 ideation．The teaching conception based on the 

ideation driving mode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deation creation．Then the sluggish ideation and disordered 

ideation are avoided through subjective savvy driving mode and logic ideation force driving mode，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equivalent theory and assumed ideation．Th e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will be aroused from multi—angles， 

then the process of ideation will keep active，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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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统计学是隶属数理统计学科的一门应用分支，其 

中心思想是以概率论为理论基础，解释教育现象 中所遇到 

的偶然事件的本质，发现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科学 

地规划教育问题。教育统计学在哲学范畴上可以定义为归 

纳主义与演绎主义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矛盾统一。教 

育统计学对于教育工作者或者研究人员发现总结教育规律， 

甚至预测教育结果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J。因此如何让学生 

真正理解教育统计学的实际内涵而不是照搬 固定思维对于 

学生后期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模式下，我 

们提出了基于思维模式驱动的教学法，旨在在意识形态上 

领悟教育统计学的精华而非形而上学的固定思维模式。传 

统的教育统计学课程教学模式是讲解定义 一引出定理 一证 

明性质一方法说明一例题讲解一课后习题，从单一知识结 

构的认知理论而言 ，这种模式无可厚非 ，从知识点的锲入 

到过程思维的创立都体现出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种模式下 ，思维的定势很难改变和突破 ，单调的逻辑灌输 

很容易造成思维停滞和排斥。一旦思维认知模式确立，案 

例教学法也很难在实例中找到合适的逻辑出发点。教育统 

计学是理科学科，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在课程开设 

之初，构造驱动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对于改变学生的认知 

理念、创造能力和应用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一

、 思维驱动模式解析 

(一)思维驱动模式的内涵 

所谓思维就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 

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表征之间的联系。而教育 

统计学的本质是通过若干随机事件的概括推理反映出空间 

整体状态特征的过程。思维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和概括性， 

具备思维特征的思维主体能够对信息进行判别、传递、提 

取等操作 ，继而形成意识 ，存储 以便思维的进一步深入。 

思维驱动的理论基础在于外力影响假设思维的逻辑，思维 

驱动就是通过对思维主体在意识形态上的诱导作用力，使 

之对现象进行主动性分析和综合抽象的 自我加工的过程。 

驱动思维的直接作用是防止思维粘滞，即联想过程粘滞， 

速度减慢。在教育统计学授课过程中，对于繁琐的公式推 

导，学生会产生思维迟缓和思维排斥的表征，以抑制性思 

维占主导的思维联想障碍。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利用思维 

驱动模式，重新激发思维联想状态，恢复大脑对于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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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系统的主导作用，重新分割整理信息。 

(二)思维驱动力的来源 

思维驱动不是要控制或者掌握思维主体的思维意识， 

而是通过原动力的驱动使思维主体对阻滞联想的意识形态 

进行分割与消除，重新对已有纸片信息进行认知的过程。 

思维驱动的原动力在于思维逻辑演化曲线的初始点上的逻 

辑作用力，是在深刻把握思维动态认知过程中的引导力。 

通过对思维模式的外力驱动，激发思维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使之对信息的自我加工、抽象、整理的过程加速，同时能 

够使得思维主体对可信信息的特征把握更准确。思维驱动 

力的来源分内外两类，来 自主体的顿悟式主观意识形态， 

来自外界的意识引导力。 

二、基于思维驱动的教育统计学授课过程 

教育统计学隶属数理统计的范畴，是建立在概率论基 

础之上的学科 ，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证 明。对于已经深入 

学习过概率论，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过概率论原理结构的人 

而言，已经构建起概率数学思维模型，在此基础上，从测 

度论的基本原理出发，逐步构建统计学模型 ，推导相应的 

定理，这种教学模型无疑是合适的，也符合思维接受模式， 

比如从数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但对于非数学专业而 

言，概率推理逻辑 尚未建立，抽象模型和意识中的思维没 

有 自然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很 

容易阻滞学生的接受意识，割断思维的联想推理归纳能力， 

从而不能领悟教育统计的精髓，只是形而上学的套用具体 

的公式和定理 ，达不到好的授课效果。基于思维驱动的授 

课模式，恰恰适用于这种类型的授课对象，对于复杂的测 

度论、概率论，利用等效折合理论转化成学生能够理解的、 

可以归纳的其他现象，从而引导学生自己对预授内容产生 

强烈的渴望认知意念 ，驱动思维去逼近要学习的部分内容。 

从教育统计学的授课手段而言，驱动思维方法可以分为主 

观顿悟驱动和逻辑推理式引导驱动。思维驱动的必要条件 

是课程。 

(一)等效折合理论 

1、等效折合理论的内涵 

等效折合的内涵是保证事物内在联系机制、特征和作 

用效果不变或者主要矛盾不变的情况下，将抽象的不易理 

解和建模的或者模型验证成本较大的过程替换为可建模的、 

能描述的易于理解的过程。等效折合理论在哲学上体现为 

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不改变原物质的结构。 

2、等效折合理论的自然科学解释 

在工程技术领域，等效折合应用较为广泛，为了研究 

武器装备对目标的毁伤效果，在实验室阶段需要构建等效 

毁伤模型，比如穿甲弹对装甲的毁伤效果，可构建分布式 

等效靶，导弹对机场的毁伤效果可等效折合为同等抗毁能 

力的其他目标。因为对这类目标的毁伤效果建模等同于对 

实际目标，而等效目标更便于统计毁伤参数。等效折合的 

数学解释在于构建一种空间特征的映射关系，使得原空间 

的结构特征在映射条件下保持结构属性不变。 

3、教育统计学中的等效折合应用 

在教育统计学中许多偏理论的知识点可以转换为高等 

数学等知识点，比如，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Y = +b1 l+b2x2 

如果按照一般统计教程，需要认真推导系数 。，b ，b 

! 
r!( —r)!。 

复杂的公式并不能让学生 了解回归的本质，抓住多元 

回归的主要矛盾，事实上高等数学课程都了解过，基函数 

和基所在的线性空间的关系，多元线性 回归就是在线性空 

间上找一组多项式基使得能最优的拟合观测数据，即 

Y=X1芦l+ 2芦2+⋯ JBm 

其中， 。，⋯ 是空间的基函数。 

而Y是观测数据，当有 n组观测数据时，回归方程可 

写为： 

。=X ‘ - 

而利用最小二乘求解，得到 ： 

台=( ) Y 

对于这个知识点可以进一步引申到数据的拟合，数据 

的预处理，甚至线性模型、半参数估计理论等，由这一个 

原理性解释可以扩展到多项研究内容。 

(二)假设思维引入 

假设思维不同于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对于不能快速 

把握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不能准确认识问题本质的情况， 

可以采用假设思维法进行求解。假设思维往往会对未知的 

条件或者参数假设已知，对区间参数假设其取值为极大值 

或者极小值，从而有助于认识问题。例如在讲授假设检验 

内容时，对于零假设和择备假设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选 

定临界概率，限制零假设错误地被拒绝的概率不能超过 o。 

初学学员对这种描述很难理解。可以用正态总体的均值假 

设检验为例。 

采用假设思维 ，假设 o=0，那么 11, ：口 ，无论样本 

值 取何值， ≥ll,ay2都不成立，因此，总要接受 
o'／4n 

零假设，那么弃真错误的概率为 0，但存伪错误的概率为 

1。同样，假设 n=1，则 1Xa／2=0，无论样本值 取何值， 

lZa／2都成立，样本值都会落在拒绝区域 ，因此 
o'／4n 

弃真错误的概率为 1，但存伪错误概率为0。因此，这两类 

错误是矛盾的统一，不可能同时缩小。因此，为了保护零 

假设，必须要设定一个小值，使得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 

小概率事件，如图 1。 

图 1 显著性水平与决策图 

通过对极限值的假设，可以使学生更容易掌握取值的 

意义，因此对于区间的参数，可以采用这类思维方式去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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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估计结果 

是否在真值附近? 

围绕真值的波动程度? 

样本足够时，是否收敛到真值? 

多个相台估计时，如何判别? 

无偏性 

有效性 

J口l 

相合性 

JDr 
渐进正恋性 

图2 统计量的优良性比较 

(三)主观顿悟驱动 

1、主观顿悟驱动的内在描述 

顿悟是思维主体重新整理信息掌握规律的大脑活动过 

程，人的认识思维呈混沌状态时，即认识上的模糊性、不 

确定性存在时，很难理解事物的本质。造成思维混沌的原 

因是主观潜在信息储备不足以认识纸片信息。一个典型的 

例子是根据盲人摸象的描述 ，推断盲人面前的真实对象。 

当思维主体没有储备大象的意识或者盲人提供的信息扭曲 

的太多，思维主体会陷入混沌状态。思维混沌可由外部机 

制作用力结合思维存储的信息综合产生顿悟效应。比如盲 

人摸象的例子，如果 已经存储了像的局部信息如音频、形 

体、触感等，结合盲人的描述会产生一种 “恍然大悟”的 

状态，这就是顿悟。 

2、主观顿悟描述的教育统计学授课方法 
一 般的统计学教材上对样本方差的定义有两种： 

is 

牙) 

= ÷砉 ) 
一 个很自然的思考是为什么会定义两组样本方差?哪 

种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因此，在统计量和抽样决策的章节， 

学生仍会有大量的疑问。直至参数估计章节，对估计量的 

统计特性展开时，才会明白，§ 是无偏估计 ，§，是有偏估 

计。如果不深入引导学生对参数估计的统计特性进行深入 

研究，会很自然在学生思维意识中形成误区：因为§ 是无 

偏估计所以比§ 要优越。而事实上所谓最优估计都是相对 

而言，在某种准则和目标下的相对最优。比如在 MSE有偏 

估计§．要优于元偏估计§，。因此，采用这种多元化的方式， 

会让学生产生顿悟效应，不仅理解的最优估计的含义，还 

深刻理解了样本方差和修正样本方差的应用范围，同时对 

于有偏估计和无偏估计的理解也更深入。 

(四)逻辑推理式引导驱动 

1、逻辑思维的内涵 

逻辑思维要遵循逻辑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 

律、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 

逻辑思维是一种理性活动，思维主体把感性认识阶段获得 

对于事物认识的信息材料抽象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 

并按一定逻辑关系进行推理，从而产生新的认识。理科学 

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逻辑性强，根据公理和定理以及必 

要的假定 ，按照规律进行推断。教育统计学的内容很多需 

要逻辑清晰才能熟练掌握，逻辑清楚的关键在于对事物的 

认识和正确的抽象加工，当学生对某一个环节不了解时， 

形成不了概念，会导致整个知识点不能掌握。解决问题的 

方法是逆向寻找不能推理的部分知识点，重新分化知识点， 

构建相应认识层次的逻辑推理模型。 

2、逻辑推理驱动的教育统计学教学过程 

在估计的统计特性章节，涉及到很多知识点，无偏性、 

有效性、相合性、渐进正态性。如果直接引入公式证 明， 

很容易使得学生思维跟不上节拍而产生思维停滞现象。因 

此需要教师对每一步的逻辑讲清楚，无偏性是确定估计值 

的期望是否等于真值，而有效性更进一步确定围绕真值的 

波动程度，相合性是指当样本量足够时估计值能否收敛到 

真值，由于相合估计不唯一，如何确定最优的相合估计? 

通过构建层层搭建的逻辑关系图，可以充分认清对估计评 

价的准则。如图2。 

三、结论 

事物的认识服从思维创造的规律，充分把握数学思维 

的创造过程，将思维驱动模式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多角度 

多方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思维过程保持充分活跃，不 

仅能够迅速掌握知识点内容，更能够将内容扩展应用到其 

他领域。在课程开设之初，构造驱动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 

对于改变学生的认知理念、创造能力和应用能力都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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