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第 1 期 新疆财经大学学报 No． 1． 2013
( 总第 54 期)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eneral No． 54

本科计量经济学“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探讨
*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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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 要: 计量经济学因其具有综合运用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等知识对经济现象进行定量分

析的特点，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高校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着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内容安排和课时设置不尽合理、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课程基本知识

和概念、不能学以致用等问题。今后的教学中可运用“任务驱动型”教学法，从增加课时、协调

教学内容、完善案例库、提升实验课效率、开展设计性实验教学和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等方面

继续深化计量经济学教学模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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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因其综合运用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等知识对经济现象进行定量分析的特点，在经济

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我国经济类高等人才的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疆财经大学本科

计量经济学课程经过 27 年的教学探索，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学

生学习计量经济学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教学内容安排和课时设置不尽合理; 三是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课

程的基本知识和概念，实践能力较差，不能学以致用。
2011 年 8 月 ～ 2012 年 9 月，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信息学院数量经济教研室的教学团队进行了基于

多任务驱动的《计量经济学》本科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的教学改革，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学生对教

改实施的反馈信息。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教改效果，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探讨今后深化

教学改革的有效措施。

一、“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任务驱动型”教学改革将《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任务分解为掌握课程理论知识、熟练使用专用软

件、提出研究问题和解决研究问题共四项子任务。在任务驱动下，教师从课程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模式

和课程教学方法三个维度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与优化。
( 一) 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首先，在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结合软件操作给学生以感性的认识，从而淡化理论内容的

抽象性。教学内容中的数学推导，在不影响学生对课程知识理解的前提下，通常做弱化处理，不过分强

调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把重点放在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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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优秀论文、教师的学术成果、专业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中挑选适当的素材

构建特色案例库，并特别注重选取与新疆的经济研究密切相关的案例素材。在授课过程中，对典型案例

进行分析，让学生切身感受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关系，并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最后，编写 Eviews 软件英汉对照使用手册和实验指导书。Eviews 软件中计量经济学的英文专业词

汇一直是学生学习软件的一大障碍。教学团队编写了英汉对照的 Eviews 软件学生使用手册，介绍软件

中主要英文术语的含义、主要菜单选项的含义，从而使使用手册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随时可查阅的“字

典”，以提高学生学习软件的效率。实验指导书则侧重于详细介绍典型实验题的操作过程以及对软件

输出结果的分析。
( 二) 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

提前让学生做好软件学习的准备工作，包括安装 Eviews 软件、阅读 Eviews 软件英汉对照使用手册

和相关参考书。在授课的后半学期，每 2 周采取一次“1 节理论课 + 1 节软件操作课”的教学模式，让学

生自带笔记本电脑进课堂，通过“即学即用”的方式，巩固和强化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此外，还要

求学生以自愿方式，3 人 ～ 5 人组成项目小组完成一次设计性实验。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经过 8 周 ～
10 周的时间，完成确定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整理、建立模型、分析结果、交流反馈、修改完善共 6 个阶段

的工作，最后提交设计性实验的 PPT。教师根据设计性实验的完成情况给小组成员打分。
( 三) 课程教学和考核方法的改革

教师及时收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和信息反馈，将具有共性和特性的问题纳入课件或讲

稿中，在知识传授过程中经常与学生产生共鸣，这样有利于互动式教学的开展。在指导学生完成“提出

研究问题”和“解决研究问题”两项课程学习任务时，教师依托设计性实验开展探究式教学。以计量经

济学典型案例启发学生在其专业领域选择和确定拟研究的经济问题，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提出问

题、思考问题; 在设计性实验完成过程中，通过师生间的多次交流和讨论，修改和完善实验内容。
采用多维度考核方式，将出勤情况、平时作业和实验报告、设计性实验、期末考试全部纳入考核范

围，并适当加大设计性实验在总评成绩中的权重。多维度考核方式旨在综合评价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

引导学生注重对应用能力的培养。

二、基于调查数据的教改效果分析

本次调研中，调查组面向实验班学生共发放 85 份《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73 份，有效问卷比例为 85． 9%。下面从教学内容和安排、实践课效果、设计性实验及探究式教学效果、
学生学习状况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对如何提升教学效果做针对性探讨。

( 一) 教学内容和安排

从教学内容和安排的反馈信息看( 见表 1 ) ，84． 9% 的学生对目前使用的教材是满意的。67． 1% 的

学生认为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和例题有助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但其中仅有 32． 6% 的学生认为案

例和例题与本专业的相关性高，这表明还需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进一步丰富例题和案例库，提高案例教

学的效果。
目前，计量经济学的实践课为 6 课时，虽然课时偏少，但有 76． 7% 的学生对实践课有兴趣，动手应

用的积极性比较高。教师要求学生课后阅读 Eviews 软件辅助教材，数据显示，有 68． 5% 的学生阅读过

Eviews 软件英汉对照使用手册并且觉得有用，这说明辅助教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但学生的

总体使用效率不高，这既反映出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也说明今后还需对该手册进行进一步完善。
在课时安排方面，有 56． 2%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课时。鉴于计量经济学课程要求理论知识学习

和实际应用能力并重，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因而平均 51 个课时的教学安排给课程教学带来了

较大的压力，在有限的课时内要完成基础知识的复习、理论教学、软件应用、设计性实验等内容，时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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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紧张，对教学效果有一定影响。

表 1 教学内容和安排反馈信息表 单位: %

学生反馈意见 百分比

对教材的满意度
不满意

满意
不知道

10． 9
84． 9
4． 2

对案例和例题的满意度
有助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无帮助
不知道

67． 1
8． 2
24． 7

对实践课的兴趣
有兴趣
无兴趣

76． 7
23． 3

Eviews 英汉对照手册的
使用情况

根本没看过
看过，觉得没用
看过，觉得有用

15． 1
16． 4
68． 5

对课时安排的意见
有必要增加课时

不用增加课时
56． 2
43． 8

数据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得出。

( 二) 实践课效果

学生实践课的出勤率不高，仅有 61． 6% 的学生为全勤，28． 8% 的学生上过 2 次实验课，9． 6% 的学

生最多上过一次实验课。此外，绝大部分学生在实验课上不能完成全部实验题。调查表明，学生在上机

实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课程理论知识欠缺( 占 58． 9% ) 、软件操作不熟练( 占 54． 8% ) 、对实验题的

理解和分析不足( 占 47． 9% ) 、尚未掌握基本的软件操作( 占 45． 2% ) 、软件输出结果看不懂( 占 34． 2% ) 。
学生遇到问题时，向教师请教的占 34． 2%，其中 80% 的学生会不断追问直到问题解决，其余 20%

的学生则会中途放弃; 向同学请教的占 61． 6%，其中 66． 7%的学生最终解决了问题，33． 3% 的学生最终

放弃; 还有 4． 2%的学生一遇到问题就放弃。总体看，有问题却不及时解决的学生占 31． 5%，表明学生

在应用型学习中的钻研精神不够。至于课堂上未完成的实验题，有 45． 2% 的学生是在课余时间继续做

完，31． 5%的学生直接抄别人的实验报告，13． 7%的学生干脆不做，9． 6%的学生不交实验报告。从实验

报告的完成情况看，一半以上的学生都不是自己独立完成，更倾向于形式上的交差了事。
学生认为教师在实践课教学中应改进的方面主要有: 一是软件操作应讲得细一点、慢一点，多带着

学生一步步操作; 二是授课内容中应多增加实例; 三是做实验题之前先复习理论知识。学生认为自己应

改进的方面主要集中在: 一是应认真阅读 Eviews 软件学生英汉对照使用手册和相关参考书，提高操作

能力; 二是上课认真听讲，课下及时复习，并努力做到课前预习; 三是加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 四是提高

学习积极性，多做练习。
( 三) 设计性实验及探究式教学效果

本次教改要求实验班的每个学生都参加到项目小组中，小组成员协作完成设计性实验。学期末，最

终完成并提交设计性实验 PPT 的学生共 60 人，设计性实验的有效完成率为 70． 6%。从学生的自我评

价看( 见表 2) ，仅有 52． 1%的学生对设计性实验有兴趣，其余学生参与完成设计性实验基本上是迫于

教师的压力。在完成设计性实验的过程中，尽管程度不同，但有 57． 5% 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付出了努

力; 而有 41． 1%的学生给出模糊评价，说明这部分学生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但是在压力之下，他们或多

或少参与了设计性实验的工作。有 91． 8%的学生认为他们做设计性实验有收获，主要体现在综合应用

能力的提高、建模经验的积累、对专业研究有启发和激发了做定量分析的兴趣等方面。
但是，在依托设计性实验开展探究式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很少主动向教师提问或与教师探讨问题。

对于教师提出的问题，17． 8%的学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思考，71． 2%的学生有模糊的想法但不愿主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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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6． 8%的学生有比较明确的想法但不愿主动回答，仅有 4． 2% 的学生有比较明确的想法并愿意主动

回答。可见，学生目前的被动学习状态是互动式、探究式教学难以真正实现的最大障碍。

表 2 设计性实验反馈信息表 单位: %

学生自我评价 百分比

对设计性实验的兴趣
不想做
没感觉
想做好

12． 3
35． 6
52． 1

做设计性实验的主动性

等着搭便车
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尽最大努力做好
其他情况

1． 4
43． 8
13． 7
41． 1

做设计性实验的收获*

没收获
激发了做定量分析的兴趣

建模方面积累了经验
对今后的专业研究有启发

综合应用能力有提高

8． 2
20． 5
37． 0
23． 3
41． 1

数据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得出。
注:“* ”表示该问题是多项选择，因此百分比之和不等于 100%。

( 四) 学生的学习状况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是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教改成功与否、效果如何，在一

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学生的配合，要求学生学习方式方法的改进。调查数据显示( 见表 3) ，上课能基本达

到全勤的学生占 76． 6%，有 13． 7%的学生至少约一半的课没上。从听课效率看，能集中注意力、绝大部

分时间认真听讲的学生不到一半。自主学习方面，52% 的学生每次课后的学习时间不超过 1 个小时，

23． 3%的学生课后从不复习，仅有 4． 2% 的学生每次自主学习时间平均在 2 小时以上。按照课程教学

要求，计量经济学的课内外学时比为 1∶2，即每次课后学生应花约 200 分钟的时间进行复习和巩固。实

际上，学生在课后的自主学习时间距基本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学习时间上的保证，就不可能消化所学内

容并完成课后作业，因此有 43． 8%的学生至少有一半的作业是抄别人的，只有 23． 3% 的学生基本能独

立完成作业。学生的这种消极学习状态必然会大幅降低课程教学效果。

表 3 学生学习状况反馈信息表 单位: %

学生自我评价 百分比

上课出勤情况
至少约 1 /2 的课没上

约 1 /3 的课没上
基本全勤

13． 7
9． 6
76． 7

上课听讲情况
绝大部分时间没听讲

只有约 1 /2 的时间听讲
绝大部分时间在听讲

16． 4
39． 7
43． 9

自主学习情况
( 即每次课后学生的平均学习时间)

无自主学习
1 小时以内

1 小时 ～ 2 小时
2 小时以上

23． 3
52． 0
20． 5
4． 2

完成作业情况
至少有 1 /2 的作业是抄的

约 1 /3 的作业是抄的
基本是独立完成

43． 8
32． 9
23． 3

数据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整理得出。

( 五) 提升教学效果的针对性分析

学期末，有 20． 5%的学生感觉没学懂多少东西，56． 2%的学生学得似懂非懂，仅有 13． 7% 的学生认

为已经掌握了课程的主要内容，9． 6%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状况未做评估。反馈信息显示，对于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集中在: 不习惯课程的逻辑思维特点( 占 47． 9% ) 、理论知识与应用衔接不上(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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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6% ) 、理论知识难学( 占 42． 5% ) 、Eviews 软件难学( 占 36． 9% ) 。显然，那部分 56． 2%学得似懂非懂

的学生是提升总体教学效果的关键群体，如何提升这个群体的学习效果，应该成为今后教改工作的重点

研究内容。运用数据挖掘中的 Apriori 算法，设定支持度为 0． 2，置信度为 0． 5，提升度大于 1，从调查数

据中挖掘出的有意义的主要关联规则列在表 4 中。

表 4 提升度最高的前 5 个关联规则

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 对于教师的问题有模糊想法但不愿主动回答; 自主学习时间在 1 小时
以内}→{ 学得似懂非懂}

0． 3014 0． 7857 1． 3989

{ 高等数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和经济学知识大约记得 1 /3; 认为有必要增
加课时}→{ 学得似懂非懂}

0． 2055 0． 7143 1． 2718

{ 课堂上约一半时间在认真听讲}→{ 学得似懂非懂} 0． 2739 0． 6897 1． 2279
{ 认为目前所用教材一般; 认为有必要增加课时}→{ 学得似懂非懂} 0． 2329 0． 6538 1． 1642
{ 约 1 /3 的作业是抄的}→{ 学得似懂非懂} 0． 2055 0． 6250 1． 1128

数据来源: 根据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

目前情况下，若面向所有学生采取措施以巩固和加强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则最多有 56． 2% 的

学生响应。第 1 条规则表明，对老师的提问有模糊想法却不愿主动回答，同时自主学习时间在 1 小时以

内的学生中，最终学得似懂非懂的占 78． 57%。因此，若针对这部分学生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其学习效

率，则会有 78． 57%的学生响应，教学工作的效率约为前者的 1． 39 倍。类似地，若将改进教学内容和模

式的重点面向高等数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和经济学知识大约记得 1 /3 且认为有必要增加课时的学生，教

改工作的效率会提高 27． 18% ( 规则 2) ; 若重点面向课堂上约一半时间在认真听讲的学生，教改工作的

效率能提高 22． 79% ( 规则 3) ; 若重点面向认为目前所用教材一般且有必要增加课时的学生，教学工作

效率可提高 16． 42% ( 规则 4) ; 若重点面向有 1 /3 的作业内容是抄袭的学生，教学工作效率可提高 11．
28% ( 规则 5) 。通过数据挖掘得到的主要关联规则表明，计量经济学教改工作的深化应集中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听课效率、先修课程的掌握、教学内容的改进、授课课时的充分保障和学生运用知识能力

的培养等方面。

三、教学改革建议

总结前文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化和完善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 一) 增加课时，注重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衔接

可以考虑将总课时增加至 60 课时，按 3∶1 的比例分配理论课与实验课课时，在保证理论课时不变

的情况下，加大实验课比重。计量经济学课程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是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学

生的反馈意见也表明，理论知识没有掌握好，上实验课便不懂得如何操作以及为什么这样操作。所以，

要协调好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教学内容，突出连贯性和应用性，让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应用有更加深刻的

感性认识。
( 二) 强化和完善案例库建设

以典型案例为平台，让师生双方进行交流和探讨，是进行互动式、探究式教学的一种简捷有效的方

法。此外，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与其知识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学生不具备研究对象的相关知识

背景，只倾向于听教师讲解，则难以开展有效的讨论。当前，计量经济学课程面向多个专业的学生开设，

但授课时所用案例通常以宏观和微观经济中的常见问题为研究对象，今后还需按研究领域进行分类，继

续完善和扩充不同领域的计量分析案例素材库，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探讨问题的积极性。
( 三) 提高上机实验课效率

实验课教学效果的保证是决定设计性实验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学生必须具备基本的软件操作技

能和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经验才能完成设计性实验。为提高上机实验课的效率，首先，教师应要求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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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验课之前做好准备工作，即复习相关理论知识，并根据实验题要求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 其次，继续

完善和扩充 Eviews 软件的英汉对照手册，并对软件操作过程中的常见错误和问题给出解答和说明; 最

后，除上机实验题外，还应定期布置一些需要使用软件完成的作业题，督促学生反复使用常用的操作方

法，强化动手能力。
( 四) 有效开展设计性实验教学

真正的设计性实验需要学生在前期有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实验初步完成后，还应有一个反馈和

修正完善的阶段。鉴于设计性实验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不宜让每个学生独自完成一个设计性实验，采取

项目小组的方式比较好。此外，设计性实验必须突破课堂的限制，即学生提出研究问题、解决研究问题

的主要过程应在课余时间完成; 而且应采用探究式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完成设计性实验。在实验开展过

程中，强化反馈环节，以完成实验任务为目的，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讨论，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提高实验质量。
( 五) 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以案例教学和上机实验课为切入点，由低到高、由浅入深地逐步增加研究问题的难度，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并逐步培养其钻研精神和学习的自主性。其次，课堂教学中多种方式并用，可根据学生

课堂上注意力和情绪的变化，通过小练习、案例分析、典型错误分析等方式，变换授课节奏，转换教学主

体，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听课效率。但是，必须认识到，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应贯穿所有课程的教学过程，需要全体教师的努力和参与，否则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学生目前的

学习状态，从而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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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on Undergraduate Econometrics“Task Driving”Type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LI Lei
(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Urumqi 830012，China)

Abstract: Econometrics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s discipline system，because of its comprehensive use
of knowledge on economic theory，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to mak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phenomena． At present，
in college undergraduate course econometrics teaching process，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students’learning enthusiasm being
not high，the teaching content arrangement and class set being not rational，students having a bad command of basic knowledge
and course concept and unable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to practice． The future teaching can use“task driving”type
teaching method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econometrics from increasing teaching hours，coordina-
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improving the case base，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xperiment，developing the design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enhancing students’learning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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