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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一）课程性质 

《医学统计学》是预防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公共卫生执业助理医师考

试的重点考试课程之一。该课程是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生物医学批量数据收

集、分析、解释与表达的普遍原理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医

学统计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能合理选择统计推断方法处理统计数据及对统计

结果进行解释和表达，具有用数据说话、不轻信数据、不伪造数据的职业道德，树

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敢说真话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二）课程任务设计 

以基层医疗机构预防（公卫）岗位职业能力要求为依据，结合国家公卫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和专业技能考核标准，确定《医学生统计学》课程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目标，将教学内容整合优化为统计基础、统计描述、统计推断、技

能考核4个模块。 

牢固树立“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为主，选用案例教学、PBL教学、小组讨论教学等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实

现“做中教”，“做中学”。坚持“立德树人”，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以

合适的人物、事件等为载体融入教学内容之中，培养学生用数据说话、不轻信数

据、不伪造数据的职业道德观，同时树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敢说真

话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改革评价方法，将课程评价分为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部分，力求全面

真实反映教学效果。成绩评定包含平时成绩、技能考核成绩和期末闭卷考试三部

分。 



本课程总学时64节，理实一体教学，建议于第三学期开设。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素质目标 

1.培养用数据说话、不轻信数据、不伪造数据的职业道德观。 

2.树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敢说真话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3.具有独立的思维辩证观。 

4.具有踏实肯干、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 

5.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二）知识目标 

1.掌握总体与样本、抽样误差和小概率事件等基本概念；熟悉统计资料类型

和医学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2.掌握调查研究设计和实验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 

3.掌握常用统计表与统计图的绘制原则和要求。 

4.掌握定量资料的集中趋势指标和离散趋势指标的符号书写、含义和应用条

件，掌握定性资料的相对数指标的含义、应用及其注意事项；熟悉不同类型统计资

料的统计描述指标的计算方法，熟悉正态分布的特征及应用、医学人口与疾病统

计常用指标。 

5.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和注意事项；熟悉假设检验的两型错误。 

6.掌握不同统计推断方法（ 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等）的

应用条件、计算方法和注意事项；熟悉二项分布及 Poisson 分布的应用。 

7.掌握直线相关系数和秩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方法，掌握直线回归方程的建

立和统计推断；熟悉直线相关分析与直线回归分析的注意事项、区别与联系。 



（三）能力目标 

1.能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统计研究类型，并进行统计研究设计。 

2.能选择合适的统计指标、统计图表对不同类型的统计资料进行统计描述。 

3.能选择合适的统计推断方法（ 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秩和检验、

二项分布及 Poisson 分布等）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能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直线相关分析或直线回归分析方法对两变量关联性

进行统计分析。 

5.能熟练使用 SPSS 软件对统计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并能对统计

推断结果进行正确的解释和表达。 

三、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情况 

（一）课程资源设计原则 

本课程按照“一体化设计、结构化课程、颗粒化资源”资源库建设基本原则，

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医学统计学》课程标准，以及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

纲来建立知识技能树，结合专业岗位需求，有机融入“求真务实、辩证统一”的课

程思政元素，按照课程资源标准要求，设计并制作本课程教学资源。秉承“共商、

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在预防医学专业教学联盟框架内，充分发挥各参建院

校专业教师集体智慧，共同参与、贡献教学资源，不断提高课程资源质量。 

（二）课程资源建设、应用计划与完成情况 

表 1 《医学统计学》课程资源建设应用与完成情况 

序号 
学习任务 

（模块） 
知识、技能、素质要求 

非文本类资源 文本类资源 

计划 

（个

） 

完成 

（个

） 

完成率 

（%） 

计划 

（个

） 

完成 

（个） 

完成率 

（%） 

1 统计基础 

1.掌握总体与样本、抽样误差

和小概率事件等基本概念；熟悉

统计资料类型和医学统计工作的

75 75 100.00 35 38 108.57 



基本步骤。 

2.掌握调查研究设计和实验研

究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

能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统计

研究类型，并进行统计研究设计。 

3.树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

丝不苟、敢说真话的科学态度和

价值观。 

4.具有独立的思维辩证观。 

2 统计描述 

1.掌握常用统计表与统计图的

绘制原则和要求，能选择合适的

统计图表对不同类型的统计资料

进行统计描述。 

2.掌握定量资料的集中趋势指

标和离散趋势指标的符号书写、

含义和应用条件，定性资料的相

对数指标的含义、应用及其注意

事项，能选择合适的统计指标对

不同类型的统计资料进行统计描

述。 

3.能熟练使用SPSS软件对统计

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并能对统计推断结果进行正确的

解释和表达。 

4.培养用数据说话、不轻信数

据、不伪造数据的职业道德观。 

52 52 100.00 30 31 103.33 

3 统计推断 

1.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和

注意事项；熟悉假设检验的两型

错误。 

2.掌握不同统计推断方法（t 

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秩和

检验、直线相关和直线回归等）的

应用条件、计算方法和注意事项，

能选择合适的统计推断方法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3.能熟练使用SPSS软件对统计

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并能对统计推断结果进行正确的

解释和表达。 

4.树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

丝不苟、敢说真话的科学态度和

价值观；踏实肯干、团结协作的工

作作风。 

133 134 100.75 90 91 101.11 

4 合计  260 261 100.38 155 160 103.23 



（三）课程资源结构分析 

1.课程素材库建设情况 

截至2022年7月，本课程共建设教学资源素材总数 422 个，素材总量 28.84 

G，视频总时长 1704 分钟。其中非文本资源（视频和微课等）261 条，占资源总

数的 61.84%；文本类资源（word和ppt等）161 条，占资源总数的 38.16%。各类

资源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图 1 《医学统计学》课程素材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2.MOOC 课程素材应用情况 

该课程自2019年以来，共开设了 3 期《医学统计学》MOOC课程，第三期搭建

课程共采用素材 217 个（其中视频类资源 109 个，非视频类资源 108 个），资

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MOOC 课程素材应用占该课程在资源库素材库中 422 个

素材的 51.42%，实现了课程拥有足够资源冗余。 



 

图 2 《医学统计学》MOOC 课程资源分布情况（平台截图） 

（四）课程题库建设情况 

按照课程建设方案，截止2022年7月，本课程建设题库总量达 450 题，全部

为客观化试题（选择题）。为了保障试题质量，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参建

院校主讲教师命题—各院校课程负责人初审--主持单位课程负责人二审—资源库

项目负责人三审--试题入库。 

 

图 3 《医学统计学》试题库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五）资源建设质量控制机制 

1.源头把关 

根据“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验收评议重点和指标”，结合《预防医学专



业教学资源库资源建设标准》和《医学统计学课程建设任务书》，从源头上把控资

源建设质量，资源制作前对视频脚本、微课脚本、PPT 等基础材料以及素材成品均

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任课（主讲）教师—课程负责人—资源库项目负责人层层

审核把关，确保素材质量。 

2.反馈整改 

资源应用于建课之后，实行追踪、反馈机制。基于教学平台讨论区、评教结果

等，主讲教师随时收集师生对于资源的质量反馈信息，直接反馈给课程负责人，由

课程负责人对存在问题素材实行随时下架--整改—再上架处理。 

四、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本课程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基于教学平台大数据分析，进行了一系列

教学评价改革，形成了规范、科学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学生课程成绩=过程性评

价（30%）+期末考试（理论考试 50%+综合应用考核 20%）。 

（一）形成性评价 

1.实行教学全过程评价 

形成性评价全方位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其中“课前”主要为熟悉课程内容

背景、预习等，“课中”安排学生签到、教师讲授、师生相互提问等形式的课堂互

动方式实施教学，“课后”主要向学习者推送章节作业、自我小测、重点或难点内

容的微课或者课堂录像，帮助学习者消化吸收、巩固知识，并设计每堂课后有学生

课后反馈、无记名评教活动，促进教师教学质量提升。 

2.形成性评价形式 

充分发挥在线课程平台功能，将学生课堂参与互动、课后观看课件与微课、动

画、图片的浏览时长、完成作业数量与质量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范围，期末由主讲



教师一次性导出。 

3.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将学生平时学习态度，以及实训、技能考核过程中是否体现尊重生命、关爱病

人、“预防为主”的观念等纳入平时成绩计算范围。 

（二）终结性评价 

本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了理论考试+综合应用

考核的课程终结性评价方案。 

五、课程推广应用情况 

（一）课程应用情况 

1.MOOC学院开课情况 

本课程以慕课学院开课为主，目前已经开设三期慕课。截止2022年7月，本课

程选课总人数为 7283 人，使用单位 325 个，共产生使用活动日志 1106014 次，

详情见下图4。 

 

图 4 《医学统计学》慕课学院开课及其分布数据（平台截图） 

2.课程被调用情况 



（1）MOOC使用课程情况 

该课程被调用学校总数为 1 所，学习人数为 6814 人，互动总量达到 952011

次。 

 

图 5 《医学统计学》课程被调用详情（MOOC）（平台截图） 

（2）SPOC使用课程情况 

该课程被调用学校总数为 11 所，学习人数为 2015 人，互动总量达到 85195

次。 

 

图 6 《医学统计学》课程被调用详情（SPOC）（平台截图） 

（二）课程教学活动开展及课程讨论区数据情况 

1.课程活动开展情况 

截止当前，共布置作业 31 次，习题数量达 447 道，参与人数 464 人；随堂

检测 55 次，总题数 733 道，参与人数 3858 人；共完成在线考试 8 次，总题量 

972 道，参与人数 3927 人。 



 
图 7 《医学统计学》课程教学活动开展情况 

2.课程活动完成情况 

在本课程授课期间，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设置了作业、测验和考试

活动环节，学生参与作业、测验及考试的比例分别是 69.01%、67.71%、56.04%，

学生的整体活动完成度较高。 

 

图 8 《医学统计学》课程教学活动完成度 

3.师生讨论情况 

在本课程教学中，教学团队积极鼓励师生开展课前、课中、课后各种互动活

动，其中设置的讨论区，师生共发帖922次，回帖5446次。充分活跃了教学氛围，

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奠定了基础。 



 

图 9 《医学统计学》课程教学课后讨论统计数据 

六、课程建设特色与创新 

1.以实际应用为导向，重构教学内容 

课程可分为四大模块即统计基础篇、统计描述篇、统计推断篇和技能考核篇，

其不仅系统性地介绍医学统计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更是强调实用性——利用SPSS

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弥补线上其他医学统计学课程的短板之处，成为本课程的

特色亮点。本课程的目的是旨在培养学生独立的统计思维方法和能力，培养用数

据说话、不轻信数据、不伪造数据的职业道德观，同时树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一丝不苟、敢说真话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2.以学生为中心，丰富教学方法 

（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借助“智慧职教”信息化教学平台，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将线上自学和线下课堂学习有机结合，课前——线上初识教学内容、课中——

线下攻破重点难点、课后——线上完成作业及点评，突破时空限制，重构学习过

程，重建讨论空间。 

（2）多法教学，能力本位 

该课程主要采用PBL教学法、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和SPSS实践操作演示等

多种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主动去探寻，获取知识，真正做到

“授人以渔”，实现教与学、学与练的对接，达到“做中教”、“做中学”的效果，



从而培养学习者的统计思维能力和提升其数据处理能力。 

3.以课程思政为载体，达到德技并修 

教学团队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以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以

坚持“立德树人”为基准，以实现“三全育人”为目标，着重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

合作精神和劳动精神，增强学生的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七、问题与对策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联盟内院校使用班级偏少，可能与部分教师教学理念更新、信息化教学技能

普及程度有关。 

（二）改进对策 

拟组织课程负责人、应用良好的院校优秀教师赴部分参建院校现场交流、进

一步推广应用；建议项目组继续开展对中西部院校教师进行线上线下的信息化教

学技能培训，持续促进各个院校信息化教学均衡发展。 

 

预防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医学统计学》教学团队完成人：邹华军 

202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