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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理念下《时间序列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范金宇　古勇毅

（广东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针对时间序列分析课程的特点，探究财经类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下《时间序列分析》的教学模式上的改革措施和“课程思政”

的有机融合模式，并给出若干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改革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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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分析是统计学、应用统计学专业必修的主要课程之

一。其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比如 PM2.5

预测、旅游人数预测等等。它通过探索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产生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规律性探索，并对其内在规律建立合理的时

间序列模型，以此作为依据对未来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行预测，指

导人们的生活和决策。同时它也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不仅

需要掌握概率论、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理论的相关知识，还要求

掌握和运用各种统计软件（如 R，SAS，SPSS，EViews 等）探寻

观测到的实际数据的内在规律。时间序列分析在统计学专业教学

中非常重要，是培养统计人才不可或缺的部分。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的通知。《纲要》非常强调思政建设在统计学等各学科中的

地位和重要作用，通过融入思政教育培养符合时代发展和国家需

求的复合型综合型人才。

为了响应教育改革和思政建设，《时间序列分析》的教学近

年来为此项目标做了大量的努力和革新，为培养既有扎实专业知

识和实用专业技能又有职业精神和学术道德的高素质人才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李磊（2010）从课程内容难教，学生难学，

教学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基于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和内容陈旧

等方面指出时间序列分析课程教学有待改革。徐宝和腾飞（2011）

从理论授课模式和课程考试方式给出了其在时间序列分析课程建

设和教学中的经验和建议。戴敏（2016）从时间序列分析理论教

材和试验教材的选择上探讨了时间序列课程教学模式。杨锦伟

（2020）从课程模块化构建和自然融入思政元素进行探索与实践，

并给出了若干教学实践案例。

目前MOOC 和微课快速发展，微课开始进入大学课堂，如安

佳等（2021）利用微课对统计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改善，构建

融入微课的统计学专业实践混合教学模式，实现传统课堂与微课

的优势互补，迟静和吴杰（2021）进行了“雨课堂”+“翻转课堂”

混合式教学实践，袁舒雯等（2021）探索构建基于微课的翻转课

堂深度学习教学模式。微课具有教学时间短，教学内容主题突出，

指向明确，相对完整，反馈及时，针对性强等特点，能让学生和

教师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评价，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业水平和促进

教师的专业成长。

综上所述，探究时间序列分析的教学改革，特别是融入课程

思政的教学改革，探索如何培养新时代高素质高水平统计人才是

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一、教学模式改革

（一）教材的选择

选择一本好的教材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国已出版和翻

译了许多时间序列分析的专著教材，但是如何选择一本适合本学

校学生的教材需要做如下考虑：首先，我校是财经类大学，对统

计学学生的理工背景要求不是特别高，因此面向数学类读者的教

材，涉及的数学理论都比较深奥，会使数学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

望而生畏。其次，本校统计学专业设置在统计与数学学院，学生

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较为欠缺，因此特别偏向应用的教

材同样不适合我院的学生。从而，我们要选择一本理论与应用有

机结合的好教材。

最后，根据统计学专业学生培养的时代要求，学生不仅要掌

握理论知识，还应具有相应的实务操作能力，如对相关软件的掌

握和使用。很多关于时间序列分析的著作是基于 SAS 软件或者

EViews 软件进行编写，但是 SAS 软件收费昂贵，EViews 软件不支

持自由编写实现特定目的的程序。鉴于 R语言不仅是一款自由，

免费，源代码开放的统计软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数据分析技术，

还是一个可编程和强交互性的强大平台，教育，银行，电商和互

联网等诸多领域都基于 R研发它们的分析方法，在这个平台上，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可以非常便捷地嵌入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成为

各行业实务分析的基础方法。再次，R语言具有资源共享性，其

囊括了其他软件中尚不可用、先进的统计计算程序，它可以汇集

全球 R用户的智慧和创造力，新方法的更新速度可以周计算。

综上分析，我们选用的教材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燕老师

主编的《时间序列分析——基于 R》第二版，该书重视理论学习

的同时嵌入试验实务操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理论知识，学

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运用理论切实的分析社会生活中的时间

序列问题，学以致用。

（二）教学和考核方法

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教学中，通常以教师讲授为主，通过启

发式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这种授课方式具有教学秩

序稳定，利于教师自主发挥和教学创新等优点，但也存在课堂效

率低，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参与课堂讨论比例低，学生难以针对

自身特点进行主动学习等缺点。基于慕课，微课等网教模式的优点，

我们将传统教学和网络教学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开辟了适合

时间序列分析课程的多模式教学。

我们在时间序列分析安排课时为 48 课时，其中 16 课时的上

机实操，36 课时的理论知识学习。在时间序列分析课程内容上，

我们按照理论知识讲解到实操上机应用的循环往复的形式进行教

学。在理论知识讲解中将每个知识点建成微课，作为课前学生预

习或者学习的一部分，并将重难点以传统教学的模式进行详细讲

解，课后辅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设的《时间序列分析》慕课让

学生对相关知识点进行巩固和加深。

每次在理论知识学习后，设计针对该知识点的实际数据指导

学生在机房进行 R软件实务操作，并要求学生将分析报告和试验

结果在雨课堂提交，将其作为试验考核的依据之一，据此可分析

学生的理论掌握情况和训练实际问题的运用能力。上机试验的案



226 Vol. 4 No. 17 2022课程研究

例设计主要以分析型案例为主，基于社会生活中的时事事例，如

降雨量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每年最高气温数据，失

业率，人均日用水量，上证指数每日收盘价序列，某只股票每日

收盘价序列等贴近生活实际但具有研究意义的实际时间序列数据，

这样帮助学生通过分析案例分析了解和解决大量的实际问题，并

充分体会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促进理论的发展的基本学科思想。

期末考核按基础理论和实操能力两部分分别独立进行考核。

理论考核采用期末集中闭卷考试，实操能力考核让学生分小组进

行案例分析报告。在考核前，动员学生搜索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真

实案例数据。如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各部门、各地区统计局网

站爬取下载的时间序列数据；也可以是学生利用统计调查搜集到

的自己感兴趣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数据。然后根据学生专长和研

究主题进行分组，组员分别负责案例背景研究、数据处理、建模，

综合分析等部分，最后形成汇报大作业甚至论文。

二、思政元素融入

（一）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

时间序列分析中要严格掌控数据的准确度、分析方法的合理

性、结果的可解释性。在做数据预处理分析时，切不可为了迎合

预期结果而随意篡改数据。选用理论方法时，要按照操作规范一

步步检验方法的适用性，理论方法选择需要有依有据。对模型结

果要结合实际进行解释，对于明显不合理的结果，要考虑所使用

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严谨求真的务实精神是做统计分

析工作的基本道德素养。通过相应的思政教育让学生懂得在工作

生活中不能弄虚作假，要实事求是，做一个正直客观的人。同时，

在大数据时代，学生需要紧跟时代发展动态、正确运用时间序列

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面对当今社会和全球性问题，

能通过数据分析研判，形成科学结论，从而从根本上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以辩证性思维树立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社会责任。

（二）“课程思政”的融合模式

结合时间序列分析教学内容制定该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主

要可以从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和精益

求精的科学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爱国情怀和民

族自豪感等方面对相应的德育内容进行设计。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思政内容设计如

下：首先，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简史介绍时以《史记 .货殖列传》，

《越绝书 . 计倪内经》古代描述时间序列描述方法的诞生和范蠡

提出的我国古代稳定粮价的方法——“平粜法”对当时社会生活

的影响说明科学方法的价值和作用，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其次，通过介绍时间序列研究方

法的发展史是由一系列科学家的逐步贡献形成让学生明确科学的

发展需要科学家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进而培养学生坚持不懈

的专注精神。再次，从继范蠡之后，欧洲经济学家才发现类似的

规律为例说明我国古代对相关科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时间序列理论讲解和上机试验中融入社会生活中的经典时

间序列实例，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培养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在平稳时间序列模型 ARMA优化的

提出及意义，模型优化准则：AIC 和 BIC 准则理论和实际运用，

利用 R软件实操对同一现实生活中的时序数据建模，从原始数据

获取，数据分析到模型建立，模型优化一系列过程，培养学生实

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对来自社会、政治，文化、

生态等的实际问题如费品零售总额序列，小麦价格序列，最高气

温序列、工人季度失业率序列等非平稳时序数据利用 R软件实操

建立 ARIMA 模型及分析预测来理解和掌握 ARIMA 模型的结构，

ARIMA模型的性质（平稳性，方差齐性），ARIMA模型建模步骤，

ARIMA 模型预测等，充分引导学生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指导未来

经济生活，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理论和知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能力，让其深切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运用专业知找出问题

所在，揭示特殊现象，反映群众心声，传播正能量，同时感受时

间序列分析方法的强大魅力。

三、结语

《时间序列分析》课程由于其强大的应用能力越来越受到各

高校和学生的青睐，但是传统采用多媒体模式教师讲课学生听课

为主，教师在课堂上以概念讲解、公式推导为主，缺少师生互动，

教师忙于教学内容的传授，学生忙于记录，使得教学效果欠佳。

本文通过多种形式的授课方式，将传统教学和微课慕课相结合，

重视理论学习的同时注重学生实操，重视案例教学，学以致用，

并且通过案例分析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统计分析素养，增加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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