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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计量经济学是以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的事实为依据，

运用数学、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

济数量关系和规律的一门经济学科[1]。计量经济学是一

门涉及到高等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交叉

融合课程，是一门培养经济学人才所必备的知识、方法

和能力基础的重要课程[2]，也是经济学专业课程中具有

一定难度的课程，学生也普遍反映很难通过的一门课程。

当前，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计量经济学教学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例如曹文献（2012）分析认为在教

学中存在先修课程不足、教学方法不合理等问题[3]。刘

亚清和吴福锁（2017）分析发现在教学中存在过多依赖

多媒体、计量软件掌握较差等问题[4]。李圣华和成玉博

（2024）以延边大学国贸专业为例，分析发现在教学中

存在课时少、内容不全面及考核方式单一等问题[5]。尹

兴民和张静（2023）认为可以从优化课程教学设计、改

进考核机制、丰富教学模式等方面完善教学内容体系[6]。

刘晓宇（2023）提出在新文科背景下可以通过开展探究

式教学、案例导学模式等方式来进行课程教学改革[7]。丁

飞鹏（2023）认为应该从扩展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

优化考核方式等方面改善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8]。

笔者从2021年开始在长江大学讲授本科生的计量经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经管学院教研项目：“教研融合”教

学模式在本科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研究。

作者简介：（1990—），男，湖北利川人，博士，讲师，

研究方向：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济学课程，授课专业主要是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和

农业经济管理。本课程教学目标主要是同学们通过学习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培养学生运用计量方法分析

现实问题的能力，为将来撰写毕业论文和从事科学研究

奠定基础。课程教材选用的是斯托克和沃森的《计量经

济学》第三版，课程讲授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回归分析基

础篇和时间序列回归；同时还配套一本实验教材《计量

经济学实验与案例分析》，实验课主要是学习Eviews软件

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对线性回归、模型有效性分析、时

间序列专题等内容的学习实践，从而掌握计量经济分析

的一般方法和过程。从2021~2023年，每年授课学生总

人数分别为60人、135人、136人，学生期末总评成绩由

平时成绩（30%）和卷面成绩（70%）构成，平时成绩包

含实验报告成绩和平时作业等，总评成绩反映了学生在

本课程上的综合表现，因此根据总评成绩分析可以发现，

2021~2023年，每年学生平均成绩分别为70.13、71.45和

75.91，每年及格率分别为86.44%、84.50%、92.59%，每

年最高分分别为93、100、96。由此可以看出，2022年

有将近15%的学生不及格，其余年份也有10%左右学生

不及格，如果按照卷面成绩计算，情况将会更差。在授

课中发现多数同学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和信心不足，

因此，本文拟对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完成计量经济学的

课程教学过程。

一、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理论教学课时偏少，大纲内容难以完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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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教学中采取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理论教学量为40个课时，实践教学量为16个课时，

总共56个学时。理论课时要完成10个章节的教学任务，

其中包括概率论复习、统计学复习、回归分析基础篇和

时间序列回归等内容，这些通常很难在40个课时内将全

部内容讲完，这就导致讲课的速度必须加快，课堂答疑

和互动必然也会减少，同时还会压缩课后复习和习题的

讲解时间，习题讲解对于学生理解知识又是很重要的环

节，如果采取补课的方式完成讲解，这样在时间上又难

以协调。此外，由于理论课时量有限，因此还会减少对

概率论、统计学等基础知识复习的时间，可能来不及对

每一个相关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通常这部分内容的教

学速度比较快，往往这些知识又是同学们薄弱的地方，

需要认真对这些基础知识进行复习。

第二，学生基础知识薄弱，过渡衔接比较困难。同

学们普遍认为计量经济学课程很难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

基础知识的缺乏，比如：大数定律、假设检验和置信区

间等内容，计量经济学的建模分析需要用到这些基础知

识。虽然在学习计量经济学课程之前，同学们会先修一

些基础课程，比如：概率论、线性代数和统计学等，而

往往这些基础课程也是很多学生比较难学的科目，所以

同学们可能很难熟练地过渡衔接相关基础知识，一方面，

由于这些先修课程的教学内容原本就很复杂繁多，所以

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并没有重点讲授计量经济学所需的某

些基础知识，多数同学可能没有掌握好这些必备的基础

知识，所以一开始学习计量经济学时，就感受到过渡衔

接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课时有限，在计量经济学

课堂上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复习概率论、统计学等相关

知识，所以也导致同学们在知识的过渡衔接上比较困难。

此外，不同专业的学生可能基础不一样，某些同学可能

数学基础确实稍微差一点，如果按照同一标准教学和考

核，可能会导致他们学习计量经济学比较困难。

第三，班级规模较大，教学方法需改进。教学是需

要互动和反馈的，才有可能更好地相互促进。由于本课

程采用的是大班教学模式，通常是两个班的学生合并在

一起为授课班级，每位老师面对的班级人数比较多，因

此老师在课堂上很难关注到每位同学的学习状态，特别

是有时当老师们沉浸在自己讲课的思维中，课堂的互动

又会更少，可能部分同学没有真正参与到课堂，这就导

致很多知识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及时掌握和理解，往往知

识又是连贯的，不懂的知识会越积越多，最终导致对本

课程学习缺乏兴趣和信心。其中原因可能是老师数量不

够，全院一共只有三位计量经济学老师。从教学方法上

来看，理论课堂教学方法主要还是以传统板书式方法为

主，老师们的教学方法也需要优化提升，可以采用翻转

课堂、多媒体和传统教学方法等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上

尽量多与同学们互动，让更多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

也便于老师们及时获得教学反馈，同时老师也需要经常

进行教学反思和总结，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从而更好地为同学们讲好这门课。此外，实验课的教学

效果也有待提升，一方面由于学生人数太多，老师们无

法做到手把手教会每位同学；另一方面，实验考核方式

单一，往往同学们提交每一章实验报告后，很快又忘记

了实验操作内容，并且很难将每个实验内容都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实验课

程内容的设置。

第四，学生缺乏足够认识，对本课程不够重视。通

过对同学们的调查分析，多数同学在刚开始学习计量经

济学课程时，普遍反映比较难，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

当然也有可能是老师们在教学时思路不够清晰，没能让

学生在复杂的内容中抓住本课程的核心主线，加之课程

考核要求也比较高，导致同学们学习兴趣和信心下降，

不愿意耗费大量时间来学习。由于缺乏足够认识，因此

对本课程重视程度不够。等到大四写毕业论文时或者到

研究生阶段时，往往同学们才会真正意识到计量经济学

的重要性，因为这时需要运用到一些计量分析方法和工

具，但回头发现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计量软件，都不能

够熟练应用，然后又需要重新去学习相关知识。

二、课程教学改进的对策建议

第一，根据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需求，建议将理论

教学量增加为48个课时，实验课时保持16个课时不变，

总课时增加为64个课时。通过增加的8个理论教学课时，

老师们就会有更充分时间重新分配教学时间，也有更多

时间进行理论教学、习题讲解和课堂答疑，同时也可以

增加对概率论、统计学等基础知识的复习时间，此外，也

可以在教学大纲加上一点前沿专题内容，从而也更加丰富

教学内容。此外，计量经济学教学团队还需引入新的教

师，结合学校教学资源条件，建议采用小班教学模式，这

样课堂学生人数将会减少一半左右，老师们就可以更好地

关注每位同学的学习状态，从而督促同学们更好地学习。

第二，针对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在一

些概率论、统计学等先修课程之前，可以给同学们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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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特征、作用和要求，以便同

学们更加重视这门课程，从而更加认真学习概率论、统

计学等相关的内容，可以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给同学们

讲解和演示计量经济的分析过程和方法；其次，在开始

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前几次课，对于课程教材的第二

章和第三章内容（概率论和统计学复习），要适当增加时

间讲解，这两章内容概括总结了一些重要的衔接知识点，

比如：大数定律、假设检验和置信区间等基础知识，很

多同学可能对这些知识点掌握不好或者生疏了，因此对

这部分内容一定要认真讲解，并且一定要注意教学方法，

因为这部分内容涉及很多数学推导过程，如果在教学中

太注重数学推导，可能教学效果并不好，应该多注重其

中的思想方法和原理，尽量用一些通俗的表达将复杂的

原理讲解清楚，特别是针对基础相对差一点的学生，可

以让其先记住一些重要结论，刚开始学会以应用为主，

而一些复杂的数学过程可以暂时忽略。最后，课后积极

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每周可以跟同学们统一协调一个答

疑的时间，以便于为同学们解答不懂的问题。

第三，教师要全方位备课，积极采用新的教学方法，

可以采用翻转课堂、多媒体和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从而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质量。首先，多采用案

例教学和对比分析，不同的教材也许采用的案例也不一

样，老师们需要充分备课，多准备一些案例对比分析，

运用案例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式去帮助同学们理解一些

较难的知识；其次，积极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传统教学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同时也可以设计不同的课堂互

动方式，比如：小组讨论、提问回答、案例分析等，可

以提前布置一些课堂讨论问题，让同学们分小组讨论学

习，然后各小组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提升同学们的学

习兴趣，特别是在实验课堂上，需要同学们认真参与实

验过程。最后，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要思考不同的学

习方法，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和要求，并且定期布置课

后习题、案例讨论和实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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