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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研究生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胡玉莹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300000） 

 
摘要：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如何实现课程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并形

成协同效应，已成为高校教师非常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多年教学实践，

提出目前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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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课程在理论方面涉及到经济学、统计学、数学等
多学科的知识，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同时，该课程涵盖大
量可直接用于经济、管理等领域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和方法，又
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计量经济学一直都是本科和研
究生阶段经济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目前，研究生该门课程掌握
得好坏直接影响其学术论文撰写。在课程思政改革浪潮下，如何
让计量经济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并形成协同效应？如何实现
研究生与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有效衔接，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之一。 

一、目前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教学案例陈旧或脱离国情，难以挖掘思政映射点。一

方面，国内专家撰写的计量经济学教材案例虽然取材于中国国
情，但相关数据大都陈旧，案例结论缺乏说服力，难以激发学生
兴趣。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作为与国外教学内容完全一致的课
程，大部分经典教材或最新教材来源与国外，其中的案例背景自
然以国外事件为主，脱离国内社会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发挥空间。 

二是，研究生与本科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未实现合理衔接，不
利于提高研究生科研素养。教学内容方面，为照顾来自不同专业
的研究生，研究生计量经济学仍多以基础计量内容为主，导致部
分研究生感觉“不解渴”。教学方式方面，教学普遍依靠一本教
材、一份多媒体课件，没能较好地开发和利用网络等现代教育技
术手段在教育教学中的功能。与此同时，忽视板书等传统教育教
学手段，教师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过程就是通过“注入式”教学
方法教学生们理解教材内容的过程，教师多教少问甚至不问，学
生大多“被动接受”少“主动思考”甚至不“思考”。 

二、课程思政背景下创新研究生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教师应尝试

按照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原则设计教学案例，以问题
驱动教学；教学结果以论文为导向，最终以保证学生撰写完成一
篇较高质量的论文,最终发表于较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为目标，
同时，在该过程中注重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的专业育人特色课，充分发挥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育人功
能，使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全
面提升育人效果。 

（一）明确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目标 
一是，实现与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合理衔接，提高学生建

模水平与科研素养；二是充分发挥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育人功能，
使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全面提
升育人效果。 

（二）调整研究生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 
计量经济学课程本科阶段强调基本知识和初步科研能力的

培养，讲授的内容以基础计量经济学为主，包括基本的回归分析
和初步的时间序列模型。硕士阶段则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理论与方
法以及科研素养的培养，更强调前沿性和综合性，所授内容以时
间序列、面板模型以及微观计量的相关内容为主，要求硕士研究
生具备一定的“非模块化模型”的处理和应用能力，掌握一定的
编程能力。教学软件采用 Stata 或 R。同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计量经济学内容思政映射点，研究
如何制定课程思政建设方案与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容，实现思
政要素的有机渗透。如，在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时代性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实际，将目前的应用广泛的

二元选择模型以及学术前沿 DID 等内容采用专题形式的纳入教
学计划。 

（三）探索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 
突破传统的讲授方式，以问题驱动为导向，拟选择已发表的

高质量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章原始数据实现对其计量
建模过程的重现，每类模型讲解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
其研究背景、研究方法、软件实现过程，以及可能的拓展方向等，
同时引导学生进行结果的分析与整理，从而提高学生的建模能
力。同时，注重思政案例教学，如在时间序列模型的讲授过程中，
可通过运用 1949-2017 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在讲解如何成功构建
时间序列模型的基础上，阐释我国经济结构二元化转化的轨迹，
有助于学生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在面板数据模型部
分，以“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结构、
对外开放度、技术创新、交通建设等方面分析其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而在案例背景的介绍与实证结果的讲解中渗透我国“一路一
带”倡议的重要性与意义，以及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总之，通过
明晰案例的量化关系，用事实说话，提高思政教育的说服力，实
现专业课程“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作用的统一。建议实行
“线上线下、实践理论、认知行为”的三大结合，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充分调动了大学生的积极性，并通过教师的主导作用，
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理论内容通过丰富的案例融入到
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中，创新课程教学方式。 

（四）丰富研究生中级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 
实现“两个考核”，改革评价方式。认知考核采用传统的期

末考试方式与平时测评进行课程理论水平的评价；行为考核则采
用课程论文，鼓励学生选择社会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评
定论文质量进行建模能力的考量。按照 1:1 的权重进行综合测评，
可以比较科学全面衡量学生的专业素养。鉴于此，本课题以“课
程思政”建设为契机，尝试对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内
容与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实践。 

总之，“课程思政”建设为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改革与实
践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将不仅有
利于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还可以帮助
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无论进一步求学
深造或参加工作都会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曹颖轶.基于结果导向的硕士研究生计量经济学课程教

学改革研究[J].甘肃科技,2017,33(08):36-39. 
[2]王锋,陈权宝,吴从新,刘娟,王德鲁.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的

教学衔接问题探讨——以计量经济学为例[J].教学研
究,2016,39(01):66-70. 

[3]李华,王宏波,王谦,西凤茹.研究生课程《计量经济学》在
我校教改的实施方案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5,12 
(06):32+35. 

 
资金项目：本文系 2018 年度“天津工业大学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改革项目”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