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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阳  科  技  学  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 
课程名称 计量经济学 授课教师 崔钰莹 职称 其他中级 

所在学院 经济系 授课班级 金融 2101-2102 学分 2 

课程类别 A．通识教育必修课  B.通识教育选修课   C.学科基础课  √D.专业课  E.实践环节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现代应用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掌握基本的计量经济学的理

论与方法、掌握相应的计量分析软件，能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具有进一步学习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基础和能力： 

1.掌握基本的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并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有概念性

了解； 

2.能够建立并应用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包括使用常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具有

进一步学习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模型的基础和能力； 

3.掌握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更好地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最终形成独立运用计量

经济学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4.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结合我国的思政纲领，不断完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理

解经济发展变化。正确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外战略的选择，树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理想信念。 

“课程思

政”教育内

容 

章 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融入点 

第 1 章 

导论 

文化自信 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统计推断和建模分析找到

事物的变化规律，提高管理水平，培养学生的分

析能力，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1. 在讲解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穿插介

绍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相关事迹和精神内涵，引导

学生思考如何将这种精神应用于计量经济学研究

和实践中。 

2. 强调实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中的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的态度与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相

契合。在计量经济学中，我们需要通过收集数据、

建立模型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这同样

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 

3. 体现团队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中的集体主义精

神与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的团队合作相契合。在计

量经济学研究中，往往需要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

同参与，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研究任务。这种团

队精神与抗美援朝精神中的集体主义精神高度一

致。 

4. 强调国际视野：抗美援朝精神中的国际主义精

神与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的国际化视野相契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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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国际化学科，需要关注全球范

围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这同样需要具有国际视

野和开放心态。 

第 2 章 

线性回归模型

的基本思想与

最小二乘法 

社会责任 通过案例 2-1 分析中国 1952-2012 年的 GDP 和最

终消费支出关系，评价我国的消费水平，提出刺

激我国居民消费的建议。 

第 3 章 

一元经典线性

回归模型的基

本假设与检验 

社会责任 通过案例 3-1 分析黑龙江林区管理部门如何利用

回归分析方法节约使用木材资源，充分利用木材

剩余物进行再加工，深挖资源，创造生产价值，

提高了林区管理水平。 

第 4 章 

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的估计与

假设检验 

建设国家 通过案例 4-1 找到影响中国客运总量变化的两个

重要因素是中国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为交通部规划、发展交通行业，提供理

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第 5 章 

多重共线性 

诚信服务 案例 5-2 用 1985 至 2002 年城镇数据发现影响我

国家用汽车拥有量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分别是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汽车产量和公

路长度。为我国家用汽车发展提供了准确的预测

模型。 

第 6 章 

回归模型的函

数形式 

社会责任 通过例 6-1 找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因

素，劳动力人数和资本投入。并找到与该两个因

素之间的长期比例关系。 

通过例 6-3 找到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支出

与可支配收入的精确定量关系。弹性是一个函数，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弹性系数在减少，证明

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 

第 7 章 

虚拟变量 

社会责任 通过例 7-1 找到 2020 年 1 至 2 月中国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病例数序列（主要是武汉）的精确变化过

程。为分析中国疫情初期新冠肺炎的变化规律提

供坚实的基础。 

第 8 章 

异方差 

建设国家 通过例 8-1 研究 1986 年中国 29 个省区市农业产

值和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关系，并了解我国农业的

发展进程，理解和认同党的农业政策、农业发展

战略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增强党性意识、使命感

和责任感。 

第 9 章 

自相关 

建设国家 案例 9-2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价格指

数的数据，研究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关系。反映出党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改

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印证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吾辈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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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模型设定与实

践 

建设国家 通过例 10-1 和例 10-2 找到影响我国国债发行额

的重要因素有三个，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财政

赤字额和年还本付息额。从而为每年我国国债发

行额度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例 10-11 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作

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速度与

改革开放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教学方法

与举措 

1、案例教学法 

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案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脱贫攻坚等，学生在

分析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结合案例讨论，思

考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提升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2、小组合作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围绕某一经济现象或政策效果展开分析。通过收集数据、

建立模型、解释结果等过程，在实践中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技能。在小组汇报环节，

学生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培养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对汇报内容进行思

政点评，引导学生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经济问题。 

3、课内研讨 

组织学生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研究讨论计量经济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应

用以及面临的伦理挑战，激发学习热情和职业追求。在互动问答环节，鼓励学生提出自

己的疑问和困惑，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4、课程论文与社会调研 

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某一经济问题或政策效果。鼓

励学生开展社会调研，收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增强论文的实证性和说服力。在论文撰写

过程中，提供思政方向的指导，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热点问题以及民生福

祉等方面。 

5、多媒体辅助教学 

利用多媒体课件、视频资料等辅助教学工具，生动形象地展示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实例。通过图表、动画等形式，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经济现象。 

注：此表一式一份，附在课程教学大纲最后。 

                               

教师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