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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量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数学等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专

业素养和应用能力。本文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和目标问题导向(PBL)教学法，探讨了计量经济学

课程的教学改革方案。通过文献综述、理念介绍、具体改革措施、效果评价等部分，旨在提供一个可操

作、效果显著的教学改革模型，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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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re course in economics, finance, financial mathematics and other major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econometrics 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and the goal-problem-based (PBL) teaching meth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plan of econometric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oncept 
introduction, specific reform measures, effect evaluation and other parts, it aims to provid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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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and effective teaching reform model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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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结合统计学、数学和经济理论的学科，通过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

现象和预测经济变量[1]。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计量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和

重要性日益增加。然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和内容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理论与

实践脱节、学生应用能力不足、教学方法单一等[2] [3]。因此，对计量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

学质量和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理念，是一种以学生学习成果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其

核心思想是明确学生在课程结束时应达到的具体成果，并通过灵活的教学设计和多样的评价手段，确保

这些成果的实现，并通过不断反馈和调整，优化教学设计和评价手段，确保学习成果的实现。OBE 理念

强调学生中心，注重学习过程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旨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3]。 
目标问题导向(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法是一种以实际问题为驱动的教学方法。其核心思

想是通过提出复杂的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解决问题，从而实现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应用。

PBL 教学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究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3] [4]。 
将这两种理念结合应用于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可以丰富和完善教育理论体系，提供新的教育

教学模式参考，有效提升教学效果，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知识，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和

教育实践的创新，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 

2. 文献综述 

OBE 和 PBL 作为现代教育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明确学习成果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

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的教学改革中。 
徐锦泱等(2023)提出了基于 OBE 理念和双 PBL 模式的混合式课程设计，强调工程问题驱动学习和项

目式教学贯穿课程全程，通过“课前、课堂、课后”三阶段模式进行教学设计，显著提高了学生的主动

性与科研能力[5]。李孟倩等(2023)探讨了在遥感原理与应用课程中采用基于 OBE 理念的 PBL 教学法，通

过多元化考核方法，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了教学评价与教学设计的相互提升[6]。赵燕(2022)在
发展心理学课程中，将 OBE 理念和 PBL 教学模式融合，反向设计课程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实施 PBL 教

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职业能力[7]。 
不少学者也讨论了 PBL 与讲授式学习(LBL)结合的教学模式。李华等(2023)在植物生理学课程中构建

了 PBL + LBL 教学模式，显著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应用能力，促进了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8]。李惠娟等(2021)基于超星平台，研究了 PBL + LBL 双轨并行的混合式教学改革，重新梳理教学内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9179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伍思敏 等 
 

 

DOI: 10.12677/ae.2024.1491791 1234 教育进展 
 

容，设计线上预习、线下理论学习、案例学习和线上资源共享等教学环节，以提升学生的研究应用水平

[9]。 
OBE 理念和 PBL 教学方法与课程思政建设相结合的教学改革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孙宏伟

和范馨予(2021)结合 OBE 理念与 PBL 教学方法，优化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专业技能，实现课程思政由“知识”范式向“能力”范式的转变[10]。米国芳(2022)在计量经济学课程中，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从教学团队、思政融入、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提出实施路径，明确课程思政教

学目标[11]。 
在考核与实践教学方面，文献指出了多元化考核方法和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李孟倩等(2023)提出的五

元化考核方案，将自主学习、理论学习、上机操作、挑战创新和 PBL 专题考核结合起来，有效评价了师

生互动和学生主动思考的过程[6]。李根生和李国成(2023)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课程思政体系，增

加实践课程比重，开展综合实训等方法，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12]。 
综上所述，基于 OBE 理念与 PBL 教学模式的课程设计在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综合素质和科研能

力方面显示了显著效果，证明了 OBE 和 PBL 理念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有效性。结合 LBL 的教学模式、

多元化考核方法以及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教学的改革，能够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 改革方案和措施 

3.1. 教学理念更新 

为了提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需要更新教学理念，采用新的教育方法和理论。引入 OBE 理

念，明确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成果，制定具体的教学目标，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和评价标准。这一理

念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明确目标，教师也能根据目标进行教学设计和调整。应用 PBL 教学法，通过实

际问题驱动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方法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

的过程中学到知识，锻炼思维和实践能力。 

3.2. 教学内容优化 

为了使计量经济学课程更加前沿和实用，需要对现有教学内容进行更新，并增加实践环节，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 

3.2.1. 更新教学内容 
更新教学内容，使课程更加前沿和实用，包括引入最新研究成果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了保

持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引入以下最新研究成果：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包括

贝叶斯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分析和非参数方法等；前沿研究热点：介绍当前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如金融科技、行为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领域的计量方法应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结合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引入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如使用 Python 或 R 进行数据挖掘和模型预测。 
强调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的结合，使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基础：确保

学生扎实掌握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如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实践应用：通过实

际经济问题的分析，展示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如通过具体的经济数据集进行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市

场需求的分析等。 

3.2.2. 增加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是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增加实践内容使学生在动手中巩固理论知识。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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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处理。数据搜集：指导学生从公开数据源(如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等)搜集和整理数据。数

据清洗：教授数据清洗和预处理的方法，确保数据质量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数据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如 SPSS、Stata、EViews)或编程语言(如 Python、R)进行数据分析，涵盖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假设检

验等内容。 
2、实证研究。课题研究：学生根据个人兴趣或实际需求，选择一个经济学课题进行研究，完成从课

题设计、数据搜集、模型构建到结果分析的全过程。项目合作：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一个较为复杂

的实证研究项目，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研究能力。论文写作：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总结研究

过程和结果，并进行学术交流和展示。 
3、实践活动。经济调研：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研，如走访企业、社区等，了解经济活动的实际运作

情况，收集一手数据。模拟实验：利用虚拟实验室或模拟软件，进行经济现象的模拟实验，如市场模拟、

政策模拟等。学术交流：邀请学术界和业界的专家进行讲座和交流，开拓学生视野，了解计量经济学的

最新动态和应用前景。 
通过这些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实践环节的增加，可以全面提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使学生不

仅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具备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为其未来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3. 教学方法创新 

为了提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应该从多个方面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 

3.3.1. 案例教学法 
通过实际案例引导学生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的主要步

骤有： 
1、案例选择。经典案例：选择一些经典的经济学研究案例，帮助学生理解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本地案例：选择与学生生活或家乡相关的经济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实时案

例：结合当前的经济热点问题，如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碳中和政策下的经济结构转型等。 
2、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讨论和分析案例中的关键问题和数据。案例报告：

每组学生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总结分析过程和结果。案例展示：学生在课堂上展示和分享案例分析结果，

教师进行点评和指导。 

3.3.2. 合作学习 
通过小组合作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1、小组分配。多样化小组：将学生按兴趣、能力等因素进行多样化分组，确保每组成员优势互补。

明确角色：在小组中设定明确的角色分工，如组长、记录员、报告员等，提高合作效率。 
2、任务设置。合作项目：设计复杂的合作项目，要求学生小组合作完成，如市场调研、经济模型构

建等。团队作业：布置需要团队合作的作业，如数据分析、课题研究等，鼓励学生相互合作、共同完成。 
3、反馈与评价。过程评价：通过观察和记录小组合作过程，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改进合

作方式。结果评价：通过评估小组作业和项目成果，评价学生的合作效果和贡献。 

3.3.3. 信息化教学 
利用在线课程、虚拟实验室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果。 
1、在线课程。混合教学模式：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提供丰富的在线课程资源，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和复习。互动平台：利用在线互动平台(如超星、MOOC)，进行在线讨论、作业提交和反馈，提高学生参

与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91791


伍思敏 等 
 

 

DOI: 10.12677/ae.2024.1491791 1236 教育进展 
 

2、虚拟实验室。数据实验：利用虚拟实验室进行数据实验，如数据搜集、清洗、分析和模型构建等，

提供真实的实验环境。模拟实验：进行经济现象的模拟实验，如市场模拟、政策模拟等，帮助学生理解

复杂的经济现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 
3、多媒体教学。教学视频：制作和使用教学视频，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电子教材：提供电子教材和课件，方便学生随时查阅和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3.3.4. 其他创新教学法 
包括翻转课堂、角色扮演和研究导向教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 
1、翻转课堂。课前准备：学生在课前观看教学视频或阅读指定资料，初步了解课程内容。课堂讨论：

课堂上以学生讨论和问题解决为主，教师进行指导和补充，提高课堂互动性和参与度。 
2、角色扮演。模拟情境：设计经济学相关的模拟情境，如企业管理、政策制定等，让学生扮演不同

角色，进行决策和讨论。角色扮演：通过角色扮演，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不同经济角色的行为和决策，提

高其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研究导向教学。研究课题：结合实际经济问题，设计研究课题，引导学生自主进行课题研究，培

养其科研能力。研究报告：学生撰写研究报告，分享研究成果，教师进行点评和指导。 
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创新，可以全面提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

应用能力。 

3.4. 教学评价改革 

教学评价改革是确保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建立全面、多元的评价体系，以客

观、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并通过反馈和改进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3.4.1. 多元化评价方式 
为了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应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1、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通过持续的反馈和改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

课堂提问与讨论：通过课堂提问和讨论，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小组活

动与合作项目：评价学生在小组活动和合作项目中的参与度和贡献，注重过程性评价；学习日志与反思报

告：要求学生定期撰写学习日志和反思报告，总结学习过程和收获，教师根据学生的反思进行指导。 
2、终结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在学期末进行，通过对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进行评价，检验教学效果。

可以采用以下形式：1) 期末考试：设计涵盖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的考试题目，全面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

和应用能力。2) 项目报告与论文：要求学生提交合作项目报告或研究论文，评估其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3) 案例分析报告：根据实际案例分析报告，评价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分析水平。 

3.4.2. 多角度评价主体 
通过多角度评价主体，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包括教师评价、同伴互评和自我评价。 
1、教师评价。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提供专业的反馈和指导。可以从以下 2 方面进行评

价：1) 课堂表现评价：通过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包括参与度、互动性、发言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

2) 作业与项目评价：根据学生提交的作业、案例分析报告、合作项目等，进行专业的评价和反馈。 
2、同伴互评。同伴互评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促进合作和共同进步。可以从以下 2 方面进行评

价：1) 小组活动评价：在小组活动和合作项目中，学生相互评价对方的贡献和表现，促进公平竞争和合

作。2) 同伴反馈报告：要求学生撰写同伴反馈报告，总结和评价小组成员的表现和贡献，教师根据反馈

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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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评价。自我评价通过学生对自身学习效果的评价，促进自我反思和改进。1) 自我反思报

告：要求学生定期撰写自我反思报告，总结学习过程、问题和改进措施，教师根据学生的反思进行指

导。2) 自我评价表：设计自我评价表，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帮助其明确学习目标

和改进方向。 

3.4.3. 多维度评价内容 
通过多维度的评价内容，全面反映学生的知识掌握、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1、通过测试和考试，评价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情况。1) 单元测试：在每个教学单元

结束后进行测试，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2) 期末考试：设计涵盖全面知识的期末考试，检验学生

的综合掌握情况。 
2、通过实际操作和案例分析，评价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水平。1) 案例分析：通过实际案例分

析，检验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 数据处理与建模：通过数据处理和经济模型构建，评价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 
3、通过合作项目和综合活动，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1) 合作项目：通过小组合作项目，评价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2) 综合活动：通过模拟实验、经济调研等综合活动，评价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 

3.4.4. 持续改进机制 
通过持续改进机制，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1、通过学生反馈和教学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1) 学生反馈：定期收集学生对

课程的反馈，了解其需求和建议，进行教学改进。2) 教学反思：教师根据学生反馈和教学效果，进行教

学反思和调整，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2、通过系统的教学评估，全面了解和提升教学质量。1) 教学评估问卷：设计教学评估问卷，收集学

生对课程、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的意见和建议。2) 教学评估会议：定期召开教学评估会议，讨论和分

析教学效果和改进措施，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通过以上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改革，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

的问题，不断提升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包括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改革教学评价。在

教学理念上，引入 OBE 理念 PBL 教学方法，明确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教学内容上，更新课程

以保持前沿性和实用性，并增加实践环节。教学方法上，采用案例教学、合作学习和信息化教学等手段，

提升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教学评价上，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建立全面公正的评价体系。 

4. 改革效果的评价办法和标准 

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效果的评价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以下将详细介绍具体

的评价办法和标准，包括量化评价指标、定性评价方法和综合评价模型。 

4.1. 量化评价指标 

量化评价指标通过具体的数字和统计数据来衡量教学改革的效果。以下是具体的量化评价指标和计

算公式： 

4.1.1. 成绩分布 
通过分析学生成绩的分布情况，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教学效果。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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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率：及格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100%= ×
及格学生人数

总学生人数
通过率   (1) 

2) 优秀率：成绩优秀(如 85 分以上)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100%= ×
优秀学生人数

总学生人数
优秀率   (2) 

3) 平均分：全班学生的平均分数。 

 1

N

i
i

S

N
==
∑

平均分   (3) 

其中， iS 为第 i 位学生的成绩，N 为学生总数。 
4) 标准差：学生成绩的离散程度。 

 
( )2

1

N

i
i

S S

N
=

−
=
∑

标准差   (4) 

其中， S 为学生成绩的平均值。 

4.1.2. 学习进步 
通过对比学生在改革前后的成绩变化，评价改革效果。 

 
( ), ,

1

N

i i
i

S S

N
=

−
=
∑ 后 前

学习进步率   (5) 

其中， ,iS 后 为第 i 位学生在改革后的成绩， ,iS 前 为其在改革前的成绩。 

4.1.3. 学习参与度 
通过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和作业提交情况等数据，衡量学生的学习参与度。 
1) 课堂参与率：参与课堂讨论和活动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100%= ×
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人数

作业完成率
总学生人数

  (6) 

2) 作业完成率：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100%= ×
参与课堂讨论和活动的学生人数

课堂参与率
总学生人数

   (7) 

3) 在线学习时长：学生在在线课程平台上的平均学习时长。 

 1

N

i
i

T

N
==
∑

平均在线学习时长   (8) 

其中， iT 为第 i 位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长。 

4.2. 定性评价方法 

定性评价方法通过描述和分析来评估教学改革的效果，主要包括学生反馈、教师反馈和专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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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学生反馈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学生对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问卷内容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1. 教学内容：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2. 教学方法：对案例教学、合作学习、信息化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3. 学习收获：对自身学习效果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评价。 
4. 总体满意度：对课程整体满意度的评价。 

4.2.2. 教师反馈 
通过教师的教学反思和总结，评价教学改革的实施效果。主要包括： 
1. 教学目标达成度：各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2. 教学方法效果：案例教学、合作学习、信息化教学等教学方法的实际效果。 
3. 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4.2.3. 专家评价 
邀请教育专家对教学改革的方案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主要包括： 
1. 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2. 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3. 教学方法的创新性和有效性。 
4. 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 

4.3. 综合评价模型 

综合评价模型将量化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方法结合起来，形成全面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可以采用

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CE)进行评价[13] [14]。 

4.3.1. 确定评价指标和权重 
设定多个评价指标，并为每个指标分配权重。假设有 m 个评价指标 iA  (如学生成绩、学习进步、学

习参与度等)，其权重为 iw 。 

4.3.2. 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对每个评价指标，构建模糊评价矩阵 iR ，每个矩阵包含 n 个评价等级  jB  (如优秀、良好、合格、不

合格)。 

4.3.3. 计算综合评价结果 
通过模糊运算，计算综合评价结果。综合评价向量 B 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 ×B W R   (9) 

其中， [ ]1 2, , , mw w w=W  为权重向量， R 为模糊评价矩阵。 

4.3.4.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对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分析，指出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4.4. 达成度分析 

达成度分析是评价教学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方法。通过对比设定的教学目标和实际达成情况，分析

教学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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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设定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改革方案，设定具体的教学目标，如学生应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等。 

4.4.2. 评价达成情况 
通过量化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方法，评价每个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可以采用达成度评分法(如百分

制评分)进行评价。 

4.4.3. 计算达成度 
计算各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公式如下： 

 100%= ×
实际达成值

目标值
达成度   (10) 

4.4.4. 分析与改进 
对达成度分析结果进行总结，找出未达成目标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进一步优化教学改革

方案。 
通过以上详细的评价办法和标准，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估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为进一

步优化和改进教学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评价教学改革效果的方法包括量化指标、定性评价和综合评价。量化指标通过成绩分布和学习参与

度等数据衡量教学效果；定性评价通过学生、教师和专家的反馈分析实际效果和存在问题；综合评价结

合量化和定性方法，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形成全面的评价体系。通过这些评价方法，可以科学评估教学

改革效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5. 教学实践 

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基于 OBE 理念的改革进一步得到了实质性落实和应用。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数

学建模比赛、数据挖掘比赛和虚拟金融比赛等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数学建模和数据分析能力，还显

著增强了他们编写代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比赛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的平台，使他们能够将课堂

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真实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中。 
学生们在这些比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展示了他们的专业能力，也验证了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

改革的有效性。在笔者所在的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专业，2022、2023 和 2024 届毕业论文中，选择

计量经济学方法模型作为研究工具的比例分别为 15.68%、26.88%和 28%，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反映

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熟练掌握和广泛应用。在 2024 届的毕业论文中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有波动

性、动态关联性、多元线性回归、异方差、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等，详见图 1。这些论文研究了股票、原

油、地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各类数据，表明学生能够灵活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和解决复杂的经

济问题。 
这些实践活动和研究成果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术水平，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参与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比赛和毕业论文，学生们不仅提高了技术能力，还培养了团队合作、项目管

理和创新思维等综合素质。这些能力对于他们未来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职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15]。 

6. 总结 

本研究以 OBE (成果导向教育)和 PBL (问题导向学习)理念为基础，探讨了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

的具体方案和实施措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为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了系统的框

架和实践指导。展望未来，教学改革应持续进行，关注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化，不断优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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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opics in Econometrics for the 2024 graduate theses 
图 1. 2024 届毕业论文计量经济学选题方向分布 

 
学方案，提升教学质量。同时，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探讨更多创新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手段，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教育环境和社会需求。 
本研究通过系统地分析和探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为高等教育的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

实施指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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