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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计量建模及其修正检验的人文价值探寻 
温  馨 

（辽宁科技大学经济与法律学院 金融科技系  114501） 

摘要：形式逻辑性和数理特征，极易掩盖其潜在的人文特性。金融计量学课程开展了从理念到目标、从结果到过程、从激励到
行动、从动心到动情、从自证到自知的多个层面的人文融入及其价值挖掘，从环节、内容、方式和效果上充分体现了课程的人文内
涵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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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 
金融计量学课程需要综合运用金融专业理论、形式逻辑与数理

方法开展计算建模与实证检验，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学习难度较
高，是金融类专业一门标志性的核心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不仅
要使学生获得数理金融及其实证方法的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基
于金融经济数据进行统计推断、经济建模和调研实证的从业能力。
在课程建设方面，通过归纳拓展精细化的理论专题并辅以清晰规范
的实验操作，引导学生构建完整的理论知识体系，依托大数据资源，
紧盯经济金融运行与时事热点，提升实践应用能力。 

二、人文价值的内在挖掘 
从理论方法层面来看，金融计量学表现出很强的形式逻辑性和

数理特征，极易掩盖其潜在的人文特性。在文和理的学科交叉融合
中，理科的特点往往更明显，使经济金融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畏难
情绪。如何克己克难、务本立心，在文理互见的理性中挖掘课程本
身的人文价值，以格致之学躬身实践，是金融计量学课程在人文价
值探索方面面临的重要难题。为此，基于经验观察和授课心得，从
多个层面开展了融入设计，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1）从理念到目标 
课程自始至终强调认真二字，并以“难在认真，贵在坚持认真”

作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基本理念。以认真破万难，将认真落实
为内在的自觉和外在的行动，才能达成化难为易、攻坚克难的实践
目标。 

（2）从结果到过程 
课程构建了注重结果、盯住过程的多维连续考评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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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通过考核
机制的完善使学生的学习精力合理分布在完整连贯的学习过程中，
从而使期末突击复习的学习方式难以应付全方位的考核评测，必然
要求学生不断查缺补漏、加强自我管理，夯实基础知识，促进学习
能力提升。 

（3）从激励到行动 
课程致力于引导学生由外向内地将激励约束转化为自律行动，

以主观能动性为核心驱动，不断克己务实。一是正风肃纪。以课堂
考勤、学习坐标管理、提问互动等手段，逐渐将认真听课复习内化
为行为自觉。二是固本务实。以紧密的知识关联、深刻的逻辑分析、
周详的实证检验为基础，强化错失一节即掉队的紧迫感、学有所思
的收获感、证有所得的喜悦感。 

（4）从动心到动情 
机械的公式学习和数理推导令人扎心畏难，必须消去心头难，

化繁复为直趣、去高冷而捧余温。为此，课程中不断潜移默化地引
导学生保持动心动情的学习状态。动心才能诚意正身，动情才能领
悟情怀。在理想到目标、结果到过程、激励到行动的学习体验中，
学生们会慢慢发现，认真得以化难、克己得以固本、务实催发奋进，
进而生起恪守本分、不断进取的自觉心和自信心；当实验照进现实、
数据显于生计、师道忙于辛勤，学生们才会领悟恩养德育之情和家
国情怀之义。 

（5）从自证到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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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即心得，自证即收获。 
三、实践价值的融入设计 
（1）融入环节 
由于理论环节知识密集、关联度很高，刻意的融入显得生硬刻

板且偏离教学主线，而实验环节能够综合体现本课程的基本理念和
清晰的任务目标，不仅案例融入自然，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比
较高。 

（2）融入内容 
检验方法及其理论基础的深度关联，是事物广泛联系、辩证唯

物的基本逻辑；数据处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恰恰是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的典型例证。融入的逻辑条理清晰且以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观点为依托，潜移默化地加深了辩证唯物的世界观。 

（3）融入方式 
过程管理和行动激励是本课程连续考核体系中重要的两个方

面。如前所述，过程管理专注于连续的学习过程，行动激励利于正
风肃纪、固本务实，通过实验任务和考核机制的合理设计，人文融
入能够在学生克己克难、力行实践的过程中潜化于无形而事半功
倍。 

（4）融入效果 
动心动情与自证自知，是课程效果的重要体现。动心动情的学

生，在数据搜集整理和实验分析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细致严谨特
征，自证自知的收获和感悟往往体现为实验报告后记中情真意切的
表达，尤其是对自己投入实验有所收获的喜悦、对老师辛勤指导连
日批阅的感谢等等，均能清晰跃然纸上，此时无声胜有声。 

四、教学总结与反思 
在金融计量学建模修正检验的过程中探寻其独特的人文价值，

从而打破文理偏见，让现象传递理性、让数据学会说话、让公式和
模型构建起文理互见的桥梁，在理性的挖掘中寻找共同的人文价值
并将其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是找准痛点突破点，注重基础的夯实。从课上课下、线上线
下、纸上笔下，实际功夫来自一贯的认真坚持和努力付出。 

二是躬身实践以固本培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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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行止，可以言传身教。力行之事，学生必信而从之。 

金融计量学课程躬身实践的就是不断求索的格致之学。仰止叩
问的一切，或许就是我们心中向往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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