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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是现行国家标准中经济类专业的必修课，需要综
合运用专业理论、形式逻辑与数理方法开展经济建模与实证检
验，兼顾基础数据处理、软件操作等工具技能，理论性与实践
性较强、学习难度较高，是被普遍视为“老大难”的标志性
课程。在课程考核中不允许使用计算器，要求学生切实摆脱工
具依赖，看似一个小举措，实则要求真正学通弄懂、攻坚克
难，意味着在理论教学、实验环节、验收考核等全过程中都要
下足了真功夫。按照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等重要文件精神和OBE 结果导向的教学理念，结合当前
本科专业教育中平台类课程的建设实际，如何由单纯的“思政
课程”转向深入的“课程思政”，深入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国情、校情以及教学研究实际，是一个值得深入破解
的重要命题。为此，计量经济学课程以一贯坚持认真的教学态
度、杜绝注水的课程质量和恪守公平、严谨考核的不苟作风，
初步了一些教学相长的经验性做法以供参考。

1　从理念到目标：认真→克难
计量经济学的课堂上始终强调，一次两次的认真不难，难

在坚持认真，并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坚持认真，就是激励
同学们自觉夯实基础，切实体会到如何化难为易，切身领悟到
心难畏难不如攻坚克难。课程的总目标是建设一门学生心目中的
真金课，在思政育人方面尤其注重克己务本，克难立心。落实
在具体的教学目标主要有知识能力、情感价值和教学效果三个方
面，着力营造脚踏实地、务本力行的学习风气，学风整肃以诚意
正心，言传身教以躬行实践，唤醒自信自觉，传递大学理性。

2　考核方式：结果→过程
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是一个注重结果、盯住过程的连续评价

体系，着力扭转学生片面追求期末考试分数的短期功利学习习惯，
而把学习精力合理分布在整个学习的全部学习过程中。不允许使
用计算器的小举措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改变：

一是心理冲击，摆脱工具依赖。以往的学习观念带来的心理
暗示是，计量经济学涉及这么较多数理知识和计算内容，怎么能
不使用计算器？事实是，通过对知识点考察方式的转变和试卷的
巧妙设计，摆脱工具依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进而对提升学习主
动性产生促动。

二是学习方式方法的调整，开始注重基础知识的夯实。不使
用计算器又无法回避必要的计算，需要切实掌握相关知识和考点，
才能做到一目了然。这必然要求将学习精力平衡地安排在整个课
堂课后的学习过程中，突击复习的学习方式不能适应新的考核方
式；学习过程的自我管理得以强化，势必带来基础知识的夯实与
学习能力的提升。

3　考核内容与评分标准：小举措→大功夫、客观→公平
考核评价既是约束也是激励，是约束学生加强过程管理、

激励学生克己克难的重要机制。摆脱计算器的微观影响是基础性
的，从名义的考核内容来看，虽然纸面分数仍然来自课堂+实验+
考试的加权平均，但其内在的考核环节环环相扣、连续完整，不
仅包含了课上课下、线上线下、纸上笔下，实际功夫更来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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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大背景下，基于OBE教育理念的体系化设计，一贯被视为“老大难”的计量经济学课程采
取了不使用计算器的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完整综合的考察，构建了由理念到目标、由激励到行动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初步
总结了一些有利于教学相长的经验做法，具有良好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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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贯之的坚持、付出和投入。基于OBE 理念和精细化管理的经
验，制定了相对完善的由课堂到实验以及考试测评的一整套评价
体系，每个明细项目下均有具体的实验要求，乃至字体字号和
图表排版格式均有明确约定，把课程一贯强调的“难在认真，
贵在坚持认真”体现于始末，主要包括以下框架内容：

一是总成绩的加权部分及其明细项目均有完整的个人成绩记
录和分析以及班级、专业间的横向比较分析，连续、周密、公平，
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是每部分考核内容均有明细的连续环节和赋分标准。以实
验部分为例，实验报告是全面考察本学期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
要充分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操作过程以及搜集的研究对象数据，
围绕自设的核心命题，适当体现专业背景，积极调动主观能动性，
全面完整地展现所学所思、所悟所得。从实验指导书、递进的实
验任务到实验报告的规范性模板，均予以明确和记录在册。因此，
每一次实验任务书的发放、每一次实验任务的完成，对于每一名
学生而言，都是一次自我激励完善的过程。

三是连续完整的考核过程时刻体现着课程的教学理念与育人
目标。从克己力行到克难求证，就是躬身实践。虽然难字当头，却
以认真二字为坚持，激励学生端正身心、克己力行，增进自律自
觉、自信自强，不断夯实基础、攻坚克难。

4　实施步骤：激励→行动
计量经济学课程强调躬行实践、自证自知。使用差异化数

据，人人操作，杜绝雷同；逻辑命题的理论基础明确，模型选择
及其修正检验必须亲证实验并形成报告。通过不断进阶的理论学
习和配套实验，逐步培养自觉自信的学习实践。公式定理可以翻
译成众人皆懂的大白话，比如切比雪夫大数定律实质上告诉我们
凡事只要坚持做下去就无限接近成功，因为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
性。大多数学生依赖计算工具，计量考试却不允许使用计算器，就
是要通过对学习方式方法进行主动调整，促使学生在连续完整、
环环相扣的考核激励中摆脱工具依赖，注重基础知识的夯实。从
课上课下、线上线下、纸上笔下，实际功夫无不来自认真的坚持
和投入付出。

对经济建模的实证检验是由象、数、理到破、立、常的求索，
蕴含着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学生们在自律自觉的培养、自证自知
的感悟中更有深刻的体会。在课程所塑造的环境中，师亲道信不
可或缺，恪守公平则尤为重要。师者行止，可以言传身教。力行
之事，学生必信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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