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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在《心理统计学》教学中引入 PBL 教学，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推理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初步取得良好效果，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

可与好评；本文还阐述了制约 PBL 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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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心理统计学》是与培养学生研究能力最为密

切相关的一门专业课程，但长期以来，学生对

这门课程普遍不够重视，学习兴趣不高，同时

存在畏难情绪，尤其是对在心理学研究过程中

应如何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合理地选择数据

分析方法。长期以来《心理统计学》在教学内

容上以定理的证明与公式的推导为主，在教学

方法上以教师“满堂灌”的讲授教学为主，学

生只能接受“填鸭式”的被动教育，教师教得

苦, 学生学得累，方法应用差，不能很好地满

足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的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

人才培养需要。 
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 ） 最 早 由

Barrows 与 Tamblyn 提出。[1]与传统的讲授教

学不同，PBL 强调的是学生的主动学习，它通

过设计真实性的问题，把学习任务设置到有意

义的问题情景之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与

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学习隐含在问题背

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

习的能力之目的。[2]PBL 教学的精髓在于发挥

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3]在《心理统计学》中运用 PBL，

就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

主导的启发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能

力为教学目标。笔者自 2009 年开始在《心理

统计学》中尝试 PBL 教学，初步取得良好效果。 
二、研究实施 

选取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

本科专业 2009 级学生 49 人（其中男生 19 人、

女生 30 人），在《心理统计学》课程中将学

生分成 6 个学习小组进行 PBL 教学试验。PBL
教学的学时数为 12 学时，占该课程理论课总

学时的 22.2%，具体实施如下： 
任课教师通过设计一些基于心理学研究

真实情景的数据处理与分析问题，引导学生通

过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

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

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为将来独立解决问题

奠定基础；其基本环节有：（1）确定问题：

由教师提出基于真实情景的问题，明确学习目

标与任务；（2）合作学习：指定学生组成专

题学习小组，课外自主探究与合作，要求学生

在中国知网（CNKI）上查找符合要求的文献

资料，从这些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存在的不

足以及如何改进等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分析，撰

写发言稿，并制作 PPT 以备课堂汇报之用；（3）

教师指导：教师对学生在文献资料的检索与学

习、发言稿的撰写和 PPT 的制作等方面遇到的

问题提出建议和指导；（4）课堂交流：由专

题学习小组负责人汇报学习成果（20 分钟），

组外同学提问并由小组内除负责人之外的其

他成员回答（50 分钟），教师归纳小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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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5）成绩评定：通过小组自评、

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等形式对专题学习小组和

课堂提问的学生进行评定。小组自评和学生互

评的项目为：重点明确、表达清楚；要点陈述

正确；小组参与程度高；正确回答问题；有自

己的观点与评论。教师对其他学生提问的质量

从所提问题的学术性与新颖性两个方面进行

评价。PBL 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20%，其中课

堂提问 8%（学术性、新颖性各占 4%），小组

自评 4%，学生互评 8%。 
三、教学效果 

（一）教师自评 

PBL 教学的课堂气氛较以往传统讲授教

学明显轻松活跃，学生发言踊跃积极，讨论热

烈，常常讨论交流的时间不够用；可及时发现

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并给予指导；学生的注

意力高度集中，思考问题角度广泛，陈述较为

全面准确；教学的实施与目标高度一致。 
（二）学生自评 

学习兴趣及注意力明显提高，给学习带来

了很大的动力及挑战性，同时提高了自学及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期末问卷调查中

有 53.1%的学生认为增强了推理能力，数据分

析能力得到提高，67.3%的学生认为自己在课

堂交流时发言踊跃，81.6%的学生认为自己对

文献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比较全面。 
（三）学生对课程重要性与学习兴趣的认知 

在期末问卷调查中，有 89.8%的学生认为

《心理统计学》课程比较重要，61.2%的学生

认为自己对《心理统计学》课程比较感兴趣。 
四、讨论 

（一）对 PBL 教学效果的反思 

本研究表明，有 53.1%的学生认为自己的

推理能力得到了提高。的确，PBL 教学对促进

学生推理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推理方

法上 PBL 教学要求学生更多地以分析为基础

解决问题，使解决问题的准确性更高；在推理

方向上 PBL 教学要求学生更多地采用与专家

类似的假设驱动的推理策略；在推理过程上

PBL 教学要求学生所做的假设分析具有更高

的准确性，而且在解释问题时更多地用到了所

学到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更善于融会贯通，能

够对所学的知识形成协调一致的表征和精细

化的解释，特别是在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进

而成为个人实际能力的内隐化（internalization）

过程中，[4]PBL 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表明，有 61.2%的学生认为对《心

理统计学》课程比较感兴趣；通过课后与部分

学生的访谈，学生们普遍认为对《心理统计学》

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

增强了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感受到了成功的喜

悦；在合作学习过程中能感受到对知识的视野

更宽阔，理解更深刻，并能从交流与讨论中得

到反馈和启迪，提高了自己的批判思维能力；

在课堂交流过程中能畅所欲言，激烈辩论，彼

此通过讲解、提问，相互进行头脑风暴，积极

思考与发问，不仅学到了相关知识，还学会了

表达自己观点与质疑他人想法的方法，从而对

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制约 PBL 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 

1．教师的教学观念 
要在《心理统计学》课程中应用 PBL 教学，

最关键的是要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在以往很

多教师的心目中，往往把《心理统计学》作为

一门数学类课程来对待。其实，《心理统计学》

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是把已在数理统计学

中得到证明的原理与方法运用到心理学研究

实践中，同时其繁琐的计算过程也已由 SPSS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包所代劳。 

对于一个即将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员来

说，最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恰当的数据分析方法

来分析所采集的数据，如何正确运用 SPSS 并

准确理解其输出的数据处理结果，这就好比对

一个厨师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练好刀法，而非

刀具的设计与制造工艺。 
此外，在 PBL 教学中，教师的角色要从知

识的传授者逐渐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帮促者，要

学会构建适合学生学习的问题，为学生的合作

学习提供资源，监督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同时

应注意学生学习的逻辑性，及时纠正错误；在

课堂交流中还应营造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使

学生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问题与观

点，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

的提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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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的学习观念 
PBL 教学的成功开展，需要学生的积极配

合。由于学生长期接受灌输式教学，对教师的

依赖性较强，缺乏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积极性和能力，部分学生只满足于考试分数，

对 PBL 教学可能会觉得太费时间，甚至会产生

抵触情绪。 
因此，学生也应在教师的帮助下调整自己

的学习观念，要从被动的学习者转变为独立的

学习者；尤其是在合作学习环节，要针对所确

定的问题去查阅文献资料，并积极与同组同学

交流沟通，同心协力形成小组学习成果。这样

的学习，花在课前准备上的时间与精力远多于

普通的课堂学习，因此需要更高的学习主动

性，否则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PBL 教学的高成本与难评价 
相对于传统的讲授教学，PBL 教学存在成

本高、评价难的问题。首先，PBL 教学要求更

多的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投入。其次，PBL 教

学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Albanese 与 Mitchell
曾指出，用 PBL 教学要比讲授教学多花大约

22%的时间，[5]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在课前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用于自主学习，教师也要花费更

多的时间来指导学生的学习与讨论，同时 PBL
评价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第三，由于 PBL
评价是以能力为基础，而不仅仅是知识，因此

PBL 教学对学生的知识和成就的评价采用的

是笔试、实践测试、同伴评价、自我评价、教

师评价等方法，其实施难度远远高于传统的考

试。对此，教师与学生均应该理性认识，正确

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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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Teaching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PAN Yu-jin，GUO Wen-bin，XU Su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s as well as the major factors in applying PBL in the teaching of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It emphasizes the roles of issues and problems in guid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in mobiliz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with enthusiasm, thus improving their reasoning and data analyzing ability. Evidence proves that the PBL has 
been a workable and well-accepted approach in the cours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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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  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