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2024 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优秀典型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单位名称：中南大学

项目主持人：董海军

团队成员：车文辉、刘惠颖、杨成胜、米莉

一、项目研究背景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在 1930

年就撰写《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 年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

土地状况的通知》中继续指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

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 1961 年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

也提出:“我们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

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共产

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均与社

会调查研究方法相关，实事求是原则更是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的原则



与追求。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走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

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依赖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调查来科学决策，

而在其中的挫折也可能是由于未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社会调查所致。因

此，本课程可以从课程“知识点”中广泛挖掘利用思政元素来发展课

程思政。

本课程坚持“以人为本、塑造价值、培养能力，不断创新”的理

念，通过学习形成对社会调查研究原理的初步认识,掌握社会调查与

研究的主要过程及基本方法;提高学生调查能力与报告撰写能力，达

到能独立进行社会调查设计与报告撰写的程度;培养学生具有批判创

新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知识对话能力;锻炼学生的待人处事、

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助推学生提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做正确的调査”和科学认识、理解及思考社会现象与

社会问题的素养。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研究目标：通过学习，学生形成对社会调查研究原理的初步认识，

掌握社会调查与研究的主要过程及基本方法；提高学生调查能力与报

告撰写能力，达到能独立进行社会调查设计与报告撰写的程度；培养

学生具有批判创新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知识对话能力；锻炼学

生的待人处事、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助推学生提升“调查研

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做正确的调查”和科学认识、理解及



思考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素养。

研究任务：本课程抓住与“真”的结合，充分依靠调查研究突出

“实事求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课程思政元素，把中国共

产党的社会调查历程、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融入到课程中来，强调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和群众路线。将思想

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社会调查研究课堂知识传授中，采用学科融

入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通过价值引领，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持续改进教学实践方式，不断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

果，达到“课程育人”的目标。

研究主要思路：

第一步，做好研究，为课程提供强有力的课程思政资源。具体来

说就是研究梳理好课程思政内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学。中共

社会调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以革命斗

争或国家建设为实践导向，以服务政策与策略制定为直接目的。中共

社会调查知识是在与社会发展变化的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其发展

演进是一部知识生产发展和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的历史，中间的不足与

问题，也离不开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约。这其中具有丰富的课程思政

内容。课程负责人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纠正三种错误认识》

等 CSSCI 源刊论文 10 余篇，其中《问卷调查的标准化:必要性、困境

与出路》《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

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第二步，完善课程教学资源与教学方法。以课程课件内容为基础，



以国家一流线上课程《社会调查与统计》、最前沿的科研文献资料和

学术论坛为拓展，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培养学生主动关注社会调查行业动态的习惯；通过“专题报告”、“课

堂提问研讨和课外实践作业”等任务驱动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沟通能力，培养学生求真思维和实

践品格，将知识转化为素养的能力。

第三步，完善课程资源平台。根据“三全育人”的要求，在前期

研究基础上，更新出版纳入更多课程思政元素内容的课程教材《社会

调查与统计》（2024 年 1月重印版），更新本课程前期建设完成的

慕课平台，运营课程相关的“中南调研”微信公众号，实现课内课外

无缝对接。

三、主要工作举措

①制定《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的思政融入方案。

②修订《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教学大纲，加入课程思政内容。

③修改课程教案，以课程特色为切入点，提炼课程思政元素，并

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及教学考核中。

④制作《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教学视频案例，将思想政治教育

的相关内容融入社会调查研究课堂知识中传授。

⑤开展课件案例制作,采用学科融入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的,通过价值引领，达到“课程育人”的目标。

⑥《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资源库建设，资源库的建设分为



课堂素材、实践素材与在线素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分模块

建设。及时更新增补完善，确保资源库紧跟时代脉搏，满足教学需求。

⑦整合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的教材,在 2024 年 1 月重印出版教材

《社会调查与统计》，特别在每一章设置课程思政栏目“思考发现”

成为新版教材的核心特色之一。

⑧分享交流课程思政教学经验，与同行进行交流讨论，为课程思

政改革建设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理论认识。课程教学经验在 2023 年

中国社会学会年会、第八届社会研究方法论坛等会议以及在浙江工业

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分享经验，获得同行

高度评价。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本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通过教材、慕课、微信公众号、教改论文

以及宣讲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推广。

第一，整合课程思政内容的教材已面向全国发行。2024 年 1 月

重印出版教材《社会调查与统计》，在每一章开始之处特别设置课程

思政栏目“思考发现”将成为新版教材的核心特色之一。根据之前三

版教材的被使用的高校计算，受益范围为三十余所高校学子。

第二，更新慕课资源，融入课程思政内容，被认定为国家第二批

一流线上课程。《社会调查与统计》自 2019 年年底在中国大学 MOOC

上线截止到 2021 年 6月时，前三期受益学生达 16967 人，使用本课

程开设 SPOC 课程的高校达 16所，学习人数 1521 人，跨区域、跨学



校推动东中西部高校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在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开课 10次。

第三，主讲课程《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一流

线下课程，课程团队获中南大学 2020 年“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教

学团队，并在中南大学课程平台展示。开设了调查统计分析的虚拟仿

真课程平台。

第四，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南调研”、开课公告等渠道发布相关

相关社会调查课程思政相关内容，向学生、教师以及社会大众推广课

程思政建设成果，具有辐射性。

第五，2020 年 3月-5 月，以主办负责人身份与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合作，联合 80余家合作单位，推出 6期“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公

益讲座”，是疫情期间全国最早开展在线公益讲座论坛之一，在线听

众超过十万，影响广泛，个人在其中主讲《多选题的编码录入与处理

分析方法》。2021 年 4 月 15 日，在湖南农业大学国际报告厅主讲“中

国共产党百年社会调查：历史、实践与理论的三重逻辑”，三湘都市

报予以关注。2021 年 7-8 月，在“定量群学”公众号上担任轮值主

编，带领团队推送社会调查与统计主题的公众号文章 6 篇。

第六，积极总结并分享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向全院教师分享“《社

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一流课程与课程

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探讨”，同时也在 2023 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

第八届社会研究方法论坛等会议以及在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分享经验，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第七，发表了社会调查方法主题的 CSSCI 期刊论文 10 余篇，其

中包括《问卷调查的标准化:必要性、困境与出路》《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要纠正三种错误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

历史、理论与实践》等。

五、特色和创新点

聚焦大数据时代对社科类人才的新要求，提议借助多元化的资源

平台，构建从课前预习到课后实践全方位覆盖，特色可以概括为“五

一课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即通过课前线上开放课程预习+课堂讲授与讨论+课后网络习题库练

习+作业提交+课外调查实践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来实现教育目标，

实现社会调查能力教育的课程思政的“三全育人”。创新点主要在于:

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师教学的精准性、精彩性、有效性。在实际教

学中具体表现在五点上。

①构建课程思政。比如强调调查研究传家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待人以诚等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生求真务

实精神，走群众路线的实践品格。

②建设“自主式开放型课堂”，实行“自学·交流模式”。提前

将课件上传到平台引导学生自学，课程中通过交流让学生充分表达自

己的思维权利，包括自学、交流、反馈、巩固拓展四个板块。

③“以此之道还施彼身”的多元全过程性测评。把调查学生的学

习过程及结果融入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的课程中，以社会调查之道，



还施提交作业及成绩考绩的考核方式等模式，以调查问卷来收集课程

作业。

④在“归与书院”建设了课程校外实践基地。书院的相关探索实

践受到多家主流媒体关注报道，两次登上学习强国推荐平台。

⑤挖掘丰富整理有关社会调査研究的思政素材。利用井冈山、延

安等革命博物馆网上开馆的便利条件，引导学生网上参看有关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年代的社会调查过程，并保留丰富好相关教学素材，树立

调查研究求真务实正确决策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