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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专业导论》

英文名称：《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Statistics》

课程代码 0436741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戚建明

课程团队 郭鹏，张富，孔峰

授课学期 第 2 学期 学分/学时 1

课内学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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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专业导论》本课程主要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要求和培养计划进行比较全面

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了解各类课程的结构安排及其关系，让学生理解每门课程学习目的；
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产生及其发展有总体脉络的了解，对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内容体系和方法
论有一定的认识，并尝试经济统计学文献和名著的阅读和思考。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经济统计学《专业导论》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系统了解经济统计学专业学科发展历史与现状、专业知识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

2 帮助新生尽快熟悉本专业的学科背景，明确大学阶段专业学习和研究

ε对

Iw

Iw课

程

业

标

要对业

标

㓿
�

指

课标业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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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3

主要教学内容：1.理解经济统计学。2.

大学阶段对本专业的学习任务。3.对自

己的大学规划和未来努力方向。

教学重点、难点：大学阶段对本专业的

学习任务。对自己的大学规划和未来努

力方向。

正确认识大学阶段对

本专业的学习任务。

明确自己的大学规划

和未来努力方向。

4 1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课堂讨论 测试 线上自学 实验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40% 6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6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

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作业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作业形式
闭卷笔试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课堂讨论）

测试各目标所占比例

测试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线上自学各目标所占比例

线上自学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实验各目标所占比例

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社会经济统计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0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相关报纸网络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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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 戚建明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芬 审批日期： 2023.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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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

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ž

书晰晰晰晰，

正确率 不低于
9 0%

基 本理论掌

握理

程程、、、

解题过 ，完

整、

思

D�

，

写
确

，

书写

确 确，

于 于率低 于 5 5%

于于于



6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在线测

试 1
在线测

试 2
在线测

试 3
在线测

试 4

三、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四、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大作业 1
大作业 2

五、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包含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或证明题。

4.考试内容：须体现对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

考核，不仅包括对各单元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运用多种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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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认识实习》

英文名称：《Get to know the internship》

课程代码 043373Y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戚建明

课程团队 郭鹏

授课学期 第 2 学期 学分/学时 1/20

课内学时 20
理论学时 1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8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认识实习是前面的必修课程，先修课程包括：新生入学教育、大学生职

业规划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企业数据统计与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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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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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

课程

目标

3

主要教学内容：洋山深水港参观：

了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背

景、目标、措施、效果。（4 学时）
4 学时

了解企业数据统计与分析

方面的情况，包括了解企业

经营数据、市场调查数据、

以及产品检验、产品投放市

场风险与盈利数据等，观察

学习企业运用统计方法对

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等；

3

4

上海金融博物馆参观：了解我国金

融行业在投资、保险等方面操作和

运行。

思政融合点 3：激发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

文化自信

4 学时

了解企业数据统计与分析

方面的情况，包括了解企业

经营数据、市场调查数据、

以及产品检验、产品投放市

场风险与盈利数据等，观察

学习企业运用统计方法对

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等

3

5

专业教师谈统计：由专业老师讲解

我国高校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设置、

以及国内外经济统计学专业的设

置、以及未来统计学发展的趋势。

2 学时

认识统计对于企业的重要

性；提高对专业知识的兴趣

和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

效果和培养质量

4

6

实习报告讲评：在个人撰写的实习

报告基础上，分小组，全面总结实

习过程中的收获、疑问、意见建议

与思考。

4 学时

认识统计对于企业的重要

性；提高对专业知识的兴趣

和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

效果和培养质量

4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课堂讨论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40% 6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

目标所占比例
30% 40% 3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作业各学习目标

所占比例

作业形式
闭卷笔试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课堂讨论）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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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相关报纸网络

编写人： 戚建明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1

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二、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大作业 1 1、2、3

报告写的较

为完善、思路

清晰、没有错

误。

报告基本准

确，结构明

确，有细微处

的瑕疵。

报告完成，但有

明显错误，需要

进行修改。

报告没有完成或

者有根本性错

误，无法通过修

改完成。

三、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提交报告，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课堂讨论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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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1）》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高等数学（1）》

英文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1）》

课程代码 043001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第 1 学期 学分/学时 4

课内学时 64
理论学时 64 实验学时 实训（含上机）

实习 其他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完成高中数学学习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数学知识及

其应用能力，为相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提供支撑。

后续课程包括：《高等数学（2）》、《概率论》、《数理统计》、《经
管类高等数学选讲（1）》、《经管类高等数学选讲（2）》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和通
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提高理
性思维的能力。

极限的定义、无穷
小的比较

案例教学法

通过让学生体会数学的“无处不在”
以及科学性和严谨性，引导学生形
成思维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

微分的概念及意
义、微积分基本公

式
案例教学法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
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案例教学法

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

课程简述教学过

程与产教元素的

融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 /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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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高等数学(1)》是现代高等教育阶段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生的数

学基础课，是必修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比较系统地获得函数、
极限、不定积分、定积分、反常积分、微分方程等方面的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
逐步培养学生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
从而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数学方法并培养学生运用掌握的方法尝试解决实际问题，为学习后续
课程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公共类课程《高等数学（1）》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一元函数极限：理解极限的描述性定义及性质，理解无穷小与无穷大的概念，掌

握利用等价无穷小、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洛必达法则等多种方法求极限；理解

函数的连续性、掌握并会判断间断点的类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能够通过求极限

将离散模型转化成连续模型。

2

一元函数导数：理解导数的概念，熟记常见函数（幂、指、对、三角、反三角）
的导数结果；掌握链式求导法则及隐函数、参数方程确定函数的导数；理解函数
的微分，并会计算一元函数的微分。会解释一阶、二阶导数在所学专业内容中表
示的实际意义，并能建立数学模型、解释数学模型中导数项所表达的含义。

3
中值定理及导数应用：理解微分中值定理；掌握判断函数的单调性，理解曲线的

凹凸性及相关判别方法，会计算拐点；掌握一元函数极值、最值的求法。会将求

极值、最值的方法与所学专业结合，计算专业内容中涉及的极值、最值问题。

4

一元函数积分及应用：理解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与定

积分的常见计算方法（两类换元法、分部积分法），会计算简单的有理积分，掌

握利用定积分计算平面图形面积与旋转体体积，理解反常积分的定义、掌握常见

反常积分的计算（包括计算无穷区间上面积、旋转体的体积）。理解积分在本专

业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并会解释相关的积分项含义。

5

常微分方程：理解微分方程的定义，掌握一阶微分方程（可分离变量法、常数变

易法），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理解微分方程解的结构，对

于右端项简单的二阶非齐次方程，掌握特解的设法。理解所学专业内容中涉及的

微分方程，并会运用所学方法求解微分方程。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T

容

ᇢ딀ͬ
"T

ȿA

ȿ

ᆕ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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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续性。

教学重点、难点：

极限的定义、无穷小的比较、利用两个

重要极限求极限、函数连续的定义、间

断点类型的判断

思政融合点 1：（极限部分）
圆周率的计算（代表人物刘徽、祖冲之）

中国古代数学家 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

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
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
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作。让学

生体会中国古代数学家的艰苦探索历

程，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

自信。

思政融合点 2：（无穷小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说：“窮，或不容尺

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墨子分析了“有
穷”“无穷”的定义.墨子认为宇宙无边无
际，时间无始无终，含有无穷大的概念.
培养学生体会事物间的相互转化，对立

统一的辩证关系。

续性、掌握并会判断

间断点的类型。

2

主要教学内容：

1 导数的定义，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

可导与连续的关系。2 函数的和、差的

求导法则，函数的积、商的求导法则，

反函数的求导法则，复合函数的求导法

则，高阶导数的运算。3 隐函数及其求

导法，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求导法

4 微分的概念，微分的几何意义，微分

基本公式与运算法则。

教学重点、难点：导数的定义、函数积、

商求导、复合函数链式求导法则、隐函

数及参数方程求二阶导数、一元函数微

分的定义及意义。

思政融合点：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义

�L

"™ :ì

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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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3

主要教学内容：1 罗尔定理，拉格朗日
中值定理，柯西中值定理。2 洛必达法
则计算不定式极限 3 函数的单调性，凹
凸性、拐点 4 函数的极值与最值。

教学重点、难点：罗尔中值定理的条件、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应用、常见不定式

及可以转化成常见不定式类型的极限如

何计算、哪些点可能是极值点、最值点、

曲线凹凸的判别法、拐点

理解微分中值定理；

掌握判断函数的单调

性，理解曲线的凹凸

性及相关判别方法，

会计算拐点；掌握一

元函数极值、最值的

求法。

课堂讲授

12
3

4

主要教学内容：1 不定积分的概念与性

质。2 不定积分的两类换元积分法。3 不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4 简答的有理积

分

教学重点、难点：原函数的定义、凑微

分法、第二类换元法的应用、分部积分

适用计算的积分类型、简单有理积分被

积函数的处理方法

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

及性质，掌握不定积

分的常见计算方法

（两类换元法、分部

积分法），会计算简

单的有理积分，

课堂讲授

8
4

5

主要教学内容：1 定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2 微积分基本公式。3 定积分的换元法与

分部积分法。4 无穷限反常积分的计算。

5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教学重点、难点：定积分的性质、变限

积分的引入、微积分基本公式的推导、

用换元法计算定积分，上下限及微分的

变换、微元法、用反常积分计算无穷限

区域的面积、旋转体体积

思政融合点 1：（微积分基本公式）
通过对牛顿、莱布尼茨的简单介绍，既

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也让学生感受

到数学家对知识的不断追求和所获得的

伟大成就，正向引导和激励学生，促进

学生积极成长．

思政融合点 2：（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通过回顾祖暅原理以及中国古代数学家

探求体积的历程，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

性质，掌握牛顿-莱布

尼茨公式，会用换元

法、分部积分法计算

定积分，掌握利用定

积分计算平面图形面

积与旋转体体积（包

括计算无穷区间上面

积、旋转体的体积），

理解反常积分的定

义，并会计算简单无

穷限反常积分。

课堂讲授

12
4

6

主要教学内容：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 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3 二阶常系数线性

微分方程求解。

教学重点、难点：微分方程的阶的判断，

理解微分方程的定

义，掌握一阶微分方

程（可分离变量法、

常数变易法），掌握

课堂讲授

10
5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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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微分方程的通解与特解的关系、一阶微

分方程的分离变量法、常数变易法、微

分方程解得结构，二阶微分方程的特征

方程及特解的设法。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

方程的求解方法，理

解微分方程解的结

构，对于右端项简单

的二阶非齐次方程，

掌握特解的设法。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作业 测试 线上自学 实验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40% 6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20% 25% 15% 25% 15%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

䨓开-ÿ

�

J�㐀J�㲙耀J�J�闭闭䨓卷常设握k作业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20%20%20%20%20%100）作业形1J�卷笔笔开卷笔䨓开㍰《

��

J��J��J���J�闭闭䨓卷常
设

握
ᵏ

测试各目标所占比例㤉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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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数学》，曾庆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09

3. 《高等数学习题分析与解答》（机电类），朱泰英等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08

4. 《托马斯微积分》（第十版），叶其孝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8

编写人： 戚建明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芬 审批日期： 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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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

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二、在线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20

对应课

程目标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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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2）》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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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B4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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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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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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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222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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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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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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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B4B4B4B4B4B4B4B4B4B4�¥课�¥息课�¥息课

B4

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䈴B4B4B4B4

B4

�¥

课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

B4

�¥

课B4B4B4B4

�¥

息课B4B4B4�¥课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B4



22

《高等数学(2)》是现代高等教育阶段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生的数
学基础课，是必修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比较系统地获得向量
和空间直角坐标系、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多元函数微分
学几何应用和极值、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性质等。逐步培养学
生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从而使学生
掌握相应的数学方法并培养学生运用掌握的方法尝试解决实际问题，为学习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数学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公共类课程《高等数学（2）》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理解向量和空间直角坐标系，掌握向量的运算，理解曲面及空间曲线方程，掌握

常用曲面的方程及图形，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程及其求法，会利用平面和

直线的相互关系解决有关问题。

2
理解二元函数及其极限与连续性，掌握二元函数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多

元复合函数和多元隐函数偏导数的求法，掌握多元函数微分学几何应用和极值。

3 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性质，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4
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概念和性质，掌握计算两类曲线积分的方法，掌握格林公式

及其应用。

5
理解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数审敛法，理解幂级数及

其收敛域和运算性质，掌握函数幂级数的展开方法。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1. 向量概念，向量的线

性运算，空间直角坐标系，向量的坐标

运算，向量的模、方向角、投影。2 两

向量的数量积，两向量的数量积。3 曲

面方程的概念，旋转曲面，柱面，二次

曲面。4 空间曲线的一般方程，空间曲

线的参数方程，空间曲线在坐标面上的

投影。5 平面的点法式方程，平面的一

般方程，两平面的夹角。6 空间直线的

一般方程，对称式方程和参数方程，两

直线的夹角，直线与平面的夹角。

教学重点、难点：

平面的点法式方程，平面的一般方程，

两平面的夹角、空间直线的一般方程，

对称式方程和参数方程，两直线的夹角，

理解向量的数量积与

向量积，理解曲面方

程、空间曲线方程，

掌握平面点法式方

程，平面夹角；空间

直线一般方程、对称

式方程，两直线夹角，

直线与平面夹角。

14 1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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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直线与平面的夹角。

思政融合点 1：（空间曲面方程）祖暅
原理求体积（代表人物祖暅、祖冲之）

祖冲之父子总结了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

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

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

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

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公理（或刘祖原

理）。祖暅应用这个原理，解决了刘徽

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该原理在西方

直到十七世纪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

利（Bonaventura Cavalieri）发现，比

祖暅晚一千一百多年。祖暅是我国古代

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让学生体会中国

古代数学家的艰苦探索历程，提升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2

主要教学内容：1.二元函数的定义，二

元函数的极限，二元函数的连续性。（偏

导数的定义及其计算法，高阶偏导数。

2.全微分的定义。3.复合函数的一阶偏导

数，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4.二元隐函

数的求导法，两个二元隐函数的求导法。

5.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曲面的切

平面与法线。6.多元函数的极值，多元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条件极值。

教学重点、难点：复合函数链式求偏导

法则、空间曲线的切线与法平面、多元

函数求条件极值。

思政融合点：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培养学生形成严
谨的作风，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从

源头上消除偏差，防止造成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的后果。

理解二元函数及极限

与连续，掌握偏导数

和全微分，掌握多元

复合函数和隐函数偏

导数求法，掌握微分

学应用和极值。

课堂讲授

16
2

3

主要教学内容：1.二重积分的概念，二

重积分的性质。2.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

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

3.曲面的面积的计算。

理解二重积分概念和

性质，掌握二重积分

的计算方法及其应

用。

课堂讲授

10
3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D%8F%E6%99%8B/170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BE%BD/427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AA%E9%9D%A2%E7%A7%AF/78791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7%93%A6%E5%88%97%E5%88%A9/72483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7%93%A6%E5%88%97%E5%88%A9/724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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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教学重点、难点：在直角坐标系中计算

二重积分，利用极坐标计算二重积分。

曲面的面积的计算。

4

主要教学内容：1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

概念与性质，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计算

方法，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应用。2 对

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性质，对坐标

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坐标的曲线

积分的应用。3 格林公式，格林公式的

应用。

教学重点、难点：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

计算方法，对弧长的曲线积分的应用、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对坐标

的曲线积分的应用。格林公式，格林公

式的应用。

理解两类曲线积分的

概念和性质，掌握计

算两类曲线积分的方

法，掌握格林公式及

其应用。

课堂讲授

10
4

5

主要教学内容：1 无穷级数的概念，级

数的基本性质。2 正项级数及审敛法，

交错级数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

收敛。3 函数项级数的一般概念，幂级

数及其收敛域，幂级数的运算性质。4 泰

勒公式与泰勒级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教学重点、难点：无穷级数的概念，级

数的基本性质。正项级数及审敛法，交

错级数及其审敛法，绝对收敛与条件收

敛。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思政融合点 1：（泰勒级数）
通过对牛顿、莱布尼茨、泰勒、欧拉的

简单介绍，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

也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家对知识的不断追

求和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正向引导和激

励学生，促进学生积极成长．

理解级数概念，掌握

正项级数和任意项级

数审敛法，理解幂级

数及收敛域性质，掌

握幂级数展开方法。

课堂讲授

12
4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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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作业 测试 线上自学 实验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40% 6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20% 25% 15% 20% 2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

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作业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20% 20% 20% 20% 20% 100%

作业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

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测试各目标所占比例

测试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笔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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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

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二、在线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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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在线测

试 1
在线测

试 2
在线测

试 3
在线测

试 4

三、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四、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大作业 1
大作业 2

五、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包含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或证明题。

4.考试内容：须体现对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

考核，不仅包括对各单元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运用多种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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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及其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线性代数及其应用》

英文名称：《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课程代码 043003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第 1 学期 学分/学时 3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实训（含上机）

实习 其他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完成高中数学学习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数学知识及

其应用能力，为相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提供支撑。

后续课程包括：《概率论》、《数理统计》、《经管类高等数学选讲（1）》、
《经管类高等数学选讲（2）》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和通
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提高理
性思维的能力。

行变换及行阶梯型
矩阵

案例教学法

通过让学生体会“矛盾”的两个对立
面以及辩证统一，引导学生形成思
维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

可逆矩阵的性质；
分块矩阵

案例教学法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
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行列式按行（列）
展开的计算方法

案例教学法

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

课程简述教学过

程与产教元素的

融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 /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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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线性代数及其应用》是现代高等教育阶段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经济统计学专业本

科生的数学基础课，是必修的重要理论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比较系统地

获得掌握矩阵的运算包括加、减、乘，学会计算逆矩阵。掌握线性方程组的解。掌握线性相

关及线性无关。掌握可逆矩阵的性质。理解和掌握行列式按行（列）展开的计算方法。逐步

培养学生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比较熟练的运算能力。从而

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数学方法并培养学生运用掌握的方法尝试解决实际问题，为学习后续课程

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公共类课程《线性代数及其应用》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根据线性代数理论特有的逻辑体系，尤其是通过向量

组的线性相关性、矩阵的加、相似、相合关系等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

2
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要求学生理解线性代数特有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让学生

体会如何从具体的实际问题以及直观的几何问题抽象、概括、提炼出代数问题，

进而寻求适用于解决更一般问题的代数方法。

3
叙述表达能力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用代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描述具体的

数学问题的能力，并特别要注意表达方式的条理性、逻辑性和准确性。

4
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利用相关内容的教学，让学生体会代数的思维特点，体会

代数的思维方式，增强自我学习的能力。

5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用代数方法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1. 理解二阶、三阶行列

式的定义，熟练掌握它们的计算；2.了
解 n 阶行列式的定义，会用行列式的定

义计算简单的 n 阶行列式；3. 掌握行列

式的性质和展开定理，并会计算简单的

行列式；4.会应用克莱姆法则解二、三

元线性方程组。

教学重点、难点：
掌握行列式的性质和展开定理，并会计

算简单的行列式；4 会应用克莱姆法则

解二、三元线性方程组。

思政融合点 1：（掌握握行列式的性质

逻辑思维能力的

培养：主要根据线性

代数理论特有的逻辑

体系，尤其是通过向

量组的线性相关性、

矩阵的加、相似、相

合关系等内容的教

学，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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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和展开定理，）杨辉三角（代表人物杨

辉）杨辉三角，是二项式系数在三角形

中的一种几何排列，中国南宋数学家杨

辉 1261 年所著的《详解九章算法》一

书中出现。在欧洲，帕斯卡

（1623----1662）在 1654 年发现这一规

律，所以这个表又叫做帕斯卡三角形。

帕斯卡的发现比杨辉要迟 393 年，比贾

宪迟 600 年。杨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

数学家之一。让学生体会中国古代数学

家的艰苦探索历程，提升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2

主要教学内容：1. 理解齐次与非齐次线

性方程组的概念，掌握线性方程组的消

元法；理解矩阵的概念；理解矩阵的初

等变换的概念。

教学重点、难点：齐次与非齐次线性方

程组的概念，掌握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

理解矩阵的概念；理解矩阵的初等变换

的概念。

思政融合点：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培养学生形成严
谨的作风，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要从

源头上消除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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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9%A1%B9%E5%BC%8F%E7%B3%BB%E6%95%B0/67632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8%E8%BE%89/249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8%E8%BE%89/2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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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8%E8%BE%89/249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E%E5%AE%AA/3630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E%E5%AE%AA/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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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矛盾的对立面的辩证与同意”.培养学生
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
想，深入用矛盾的哲学观点分析矩阵与
可逆矩阵的概念及性质。

4

主要教学内容：理解线性方程组有解的

充要条件，掌握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步骤；

理解ｎ维向量的概念、向量组的线性相

关、线性无关的定义；及有关的重要结

论；理解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与向量组

的秩的概念，熟练掌握用初等行变换求

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及其秩；理解基础

解系的概念，熟练掌握线性方程组通解

的求法——初等变换法。

教学重点、难点：理解向量组的极大无

关组与向量组的秩的概念，熟练掌握用

初等行变换求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及其

秩；理解基础解系的概念.

自我学习能力的培

养：利用相关内容的

教学，让学生体会代

数的思维特点，体会

代数的思维方式，增

强自我学习的能力。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

养：培养学生用代数

方法思考、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课堂讲授

18
4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作业 测试 线上自学 实验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40% 6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20% 25% 15% 25% 15%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

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作业各学习目标所占比例 20% 20% 20% 20% 20% 100%

作业形式

闭卷笔试

开

卷笔试

小 论文



报告



作 品



上

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测试各目标所占比例

测试

形式



闭卷笔

试



开

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上机技能操作其他（请注明）。

期
业 业学

各

目标所 占比

例

期
业 业学

考核

形式

闭卷笔

试



开

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

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目ȼ

各

目 标 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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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线性代数》（第六版）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 06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线性代数》. 吴传生 王卫华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2 月

2. 《线性代数》（经管类.第四版）吴赣昌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8
月

编写人： 戚建明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芬 审批日期： 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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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

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二、在线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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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在线测

试 1
在线测

试 2
在线测

试 3
在线测

试 4

三、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四、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大作业 1
大作业 2

五、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包含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或证明题。

4.考试内容：须体现对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

考核，不仅包括对各单元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运用多种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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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国民经济统计学

英文名称：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课程代码 043631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郭鹏

课程团队 常仁英

授课学期 第 4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掌握宏观统计的常见

经济指标。先修课程包含有数理统计、宏观经济学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能力模块的必修课程，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

掌握国民经济统计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内容，本课程是数理统计与宏观经

济学的后续课程，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包括有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中国 GDP

的核算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核

算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价

值观，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核算。

收入分配与使用

核算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我国勤俭节约的优秀文

化传统。
消费与储蓄核算 案例教学

二、课程简介

国民经济统计学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结果的核算，是认识国情国力的有力工具，是

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的重要手段。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理论为指导，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及实际应用的讲授，

使学生系统掌握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和

数量关系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提高经济分析和经济信息处理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

求掌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和方法；掌握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具体制度

和规则； 能够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和数量关系进行核算及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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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掌握国

民经济核算的框架体

系、基本原则、基本

方法。

指标点 2.2 能够使用数学

工具，结合统计学、计量经

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金融

理论和数据分析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

课程目标 2：掌握国

民经济流量核算的基

本内容（国内生产总

值、投入产出、资金

流量）三部分。

指标点 3.1 能够对各类企

业的生产数据、金融数据等

进行探索性分析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

课程目标 3：掌握以

资产负债核算为代表

的国民经济存量核算

的基本内容。

指标点 4.3 能够有效的进

行信息挖掘与数据收集，对

公司经济活动中进行有效

的数据分析和回归预测。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教学重点：国民经济核算的

主要对象、基本原则

教学难点：无

主要教学内容：国民经济核

算的方法及框架体系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国民经

济核算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时引入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

案例，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

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课堂讲授 3 学时 了解国民经济核

算的发展历史。
课程目标 1

2

教学重点：

生产法和收入法 GDP 核算

教学难点：

三种核算方法的具体实现过

程

主要教学内容：

2.1 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基

本问题

2.2 增加值核算：生产法和收

入法 GDP

课堂讲授 8学时；

实验 4 学时

了解GDP核算的

基本问题，掌握

三种常见的 GDP
核算方法。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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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程目

标

2.3 支出法 GDP
2.4 GDP 总体核算及其扩展

实验教学内容：三种 GDP 计

算方法

3

教学重点：

投入产出 的构造方法

教学难点：投入表、产出表

各项指标的意义

主要教学内容：

3.1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与内

涵

3.2 投入产出比表的数据口

径

3.3 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

3.4 投入产出表的应用

实验教学内容：分解法编制

投入产出表及相关解释

课堂讲授 7学时；

实验 2 学时

掌握投入产出表

的结构及相关编

制方法。会解释

相关象限指标。

课程目标 2

4

教学重点：

非金融交易核算的基本内容

及相关原则

教学难点：

资金流量核算的初次分配核

算内容

主要教学内容：

4.1 资金流量核算的基本问

题

4.2 收入分配与使用核算

4.3 非金融投资核算

4.4 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

易）及其应用分析。

思政融合点：通过收入分配

的介绍，引入中国在收入分

配为实现 平等、公平的社会

主义价值观所做的具体措

施。

思政融合点：在消费与储蓄

核算时引入中国的消费与储

蓄数据，培养学生了解中国

的节俭的文化传统。

实验教学内容：非金融交易

资金流量核算的具体实现

课堂讲授 4学时；

实验操作 2 学时

理解非金融交易

的资金流量核算

的基本内容及相

关原则。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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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程目

标

5

教学重点：

金融交易核算的基本内容及

相关原则

教学难点：

金融交易核算的基本内容

主要教学内容：

5.1 金融资产与金融交易。

5.2 金融交易核算及核算表。

5.3 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部

分的分析应用

实验教学内容：金融交易资

金流量核算的具体实现

课堂讲授 4学时；

实验操作 2 学时

理解金融交易的

资金流量核算的

基本内容及相关

原则。

课程目标 2

6

教学重点：

资产负债核算的基本问题

教学难点：

流量核算与存量核算的关系

主要教学内容：

6.1 资产负债核算的基本问

题

6.2 资产负债核算的存量核

算

6.3 资产负债存量变化核算

6.4 资产负债表的应用

实验教学内容：资产负债表

的应用分析

课堂讲授 4学时；

实验操作 2 学时

理解资产负债表

的意义，掌握流

量核算与存量核

算的关系，学会

解读简单的资产

负债表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中期考试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6% 9% 15%

2 目标 2 28% 42% 70%

3 目标 3 9% 6% 15%

合计 40% 60% 10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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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国民经济核算与中国实践》（第四版）高敏雪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0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3. 《国民经济统计学》（第三版），邱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09
4. 《国民经济核算教程》，杨灿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07

编写人： 郭鹏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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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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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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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中期考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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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过程》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随机过程

英文名称：Stochastic Processes

课程代码 043632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孔峰

课程团队 郭鹏、孙丽瑛、刘卫艾

授课学期 第 4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要求：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微积分基本原理，能够熟练地计

算积分和多重积分，掌握离散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掌握随机变量

的数字特征，掌握矩阵论的基本知识，能够求解简单的线性方程组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统计学”专业能力模块的基础课程，研究客观世界中随机演

变过程规律性的学科，随机过程的研究对象为随时间变化的随机现象，

即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随机变量，通常被视为概率论的动态部分。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随机过程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初步具备应用随

机过程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作为一门应

用性的课程，由于其在经济学、信号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学生在金

融管理、电子通讯等应用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后续课程：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大数据技术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随机变量与分布

函数
案例讨论

培养学生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统

计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统计实践中

自觉遵守。

Gauss 过程 案例讨论

培养学生理解统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统计实践中自觉履行。

更新过程 案例讨论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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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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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随机过程》作为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是研究客观世界中随机演变过程规律性

的学科，随机过程的研究对象为随时间变化的随机现象，即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随机变量，通

常被视为概率论的动态部分。本课程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内容和基本方法，了解随机过程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应用，为后继课程学习提供知识

准备；另一方面，随机过程的发展也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学

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培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得到提升：

知识层面：（学生）掌握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类型、Possion 过程、更新过程、

马尔可夫过程的基本理论、平稳过程的基本理论、鞅和鞅表示、Brown 运动等理论和方法。

能力层面：（学生）掌握建立随机数学模型、分析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技能，并能应用其

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随机问题，能撰写问题分析论文。

素质层面：（学生）能较深刻地理解随机过程的基本理论、思想和方法，为进一步自学

有关专业应用理论课程作好准备。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掌握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类型。

4.1 理解和掌握统计思想和理

论并且与经济理论结合，为企

事业单位进行各种数据操作

与数据模拟。

毕业要求 4：

应用能力

2

目标 2：掌握 Poisson 过程、更新过

程、Markov 链的概念、分类，能够

利用用相关性质求解实际问题，了

解这些随机过程的推广。

4.2 能够使用统计学的分析

方法，包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分析、线性回归

等方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毕业要求 4：

应用能力

3
标 3：理解鞅的基本概念，会用鞅的停

时定理解决具体问题。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

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

件进行基本的操作。

4.3 能够有效的进行信息挖

掘与数据收集，对公司经济活

动中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和

回归预测。

毕业要求 2：

学科知识

毕业要求 4：

应用能力

4

目标 4：掌握 Gauss 过程的基本概念

与性质，理解 Brown 运动的鞅性质

和 Markov 性，了解 Brown 运动的

几种变化。

8.1 具有看待问题的国际视

角，理解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与差异性。

9.1 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能力。

毕业要求 8：

国际视野

毕业要求 9：

学习发展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43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随机过程预备知识

教学重点：随机变量和分

布函数、条件期望。

教学难点：条件期望

教学内容：

1.概率空间

2. 随机变量与分布函数

3. 条件概率

4. 概率中收敛性的概念

和相互关系。

思政融合：通过随机变量

中个体和总体的关系，培

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

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课

�²�²

��

概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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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2.更新方程及其应用。

3.更新回报定理。

4.更新过程的推广。

思政融合：通过更新定理

的讲解，培养学生理解统

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康

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

社会责任，能够在统计实

践中自觉履行。

5

Markov 链

教学重点：状态的分类及

性质

教学难点：极限定理及平

稳分布

教学内容：

1.基本概念。

2.状态的分类及性质。

3.极限定理及平稳分布。

4.Markov 链的应用。

5.连续时间 Markov 链。

课堂讲授 9 学时

理解 Markov 链的

概念与性质，掌握

状态的分类及性

质，掌握极限定理

及平稳分布，掌握

Markov 链的应用，

了解连续时间

Markov 链。

目标 2

6

鞅

教学重点：鞅的停时定理

教学难点：鞅收敛定理

教学内容：

1.基本概念。

2.鞅的停时定理。

3.一致可积性。

4.鞅收敛定理。

5.连续鞅

课堂讲授 9 学时

掌握鞅的基本概

念，鞅的停时定理,
理解一致可积性，

鞅收敛定理，了解

连续鞅。

目标 3

7

Brown 运动

教学重点：Gauss 过程

教学难点：Brown 运动的

鞅性质

教学内容：

1. 基本概念与性质。

2. Gauss 过程。

3. Brown 运动的鞅性质。

4. Brown 运动的 Markov
性。

5. Brown 运动的最大值

变量变�Rᙗo

�S–Y�

Brown 䘀 ࣘ Ⲵᴰ བྷ٬ਈ

讲ᦸ 9 学

ᰦ

掌握

M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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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

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化。

思政融合：通过讲解

Gauss 过程的性质培养学

生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

则的统计职业道德和规

范，并能在统计实践中自

觉遵守。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15% 25%

2 目标 2 10% 15% 25%

3 目标 3 10% 15% 25%

4 目标 4 10% 15% 25%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张波，商豪，邓军，《应用随机过程（第 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 月。

2. 张波，张景肖，肖宇谷，《应用随机过程（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袁修久、原野、郭云霞、郭艳鹂、贺筱军、杨友社，《随机过程学习指导(第 2 版)》，清

华大学出版社，2022 年 9 月。

上
海
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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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龙锁，王勇，《随机过程（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20 年 12 月。

3. 应坚刚，金蒙伟，《随机过程基础(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 9 月。

编写人： 孔峰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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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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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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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作业 1 目标 1

掌握随机

过程的基

本概念和

基本类型，

能够计算

均值函数

和协方差

函数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25%

作业 2 目标 2

掌握

Poisson 过

程、更新过

程、Markov
链的概念、

分类，能够

利用用相

关性质求

解实际问

题，会计算

相关的概

率问题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25%

作业 3 目标 3

理解鞅的基

本概念，能

够从现有的

鞅出发构造

新的鞅和下

鞅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25%

作业 4 目标 4

掌握 Gauss
过程的基

本概念与

性质，会求

相关的概

率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25%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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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随机过程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求解和问

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考虑多种统计实

践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随机过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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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 运筹学

英文名称：Operations Research

课程代码 043633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常仁英

课程团队 常仁英 张富 刘卫艾

授课学期 第 3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实训（含上机）

实习 其他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完成微积分、线性代数的学习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用运筹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相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提供支撑。

后续课程包括：《系统最优化理论》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和
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
提高理性思维的能力。

单纯形法 案例教学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
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

邮递员问题 案例教学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

情的大学生。

目标规划模型 案例教学

二、课程简介

《运筹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用定量化方法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

一门学科。它把有关的管理系统首先归结成数学模型，然后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

分析和比较，从而求得系统最优运行方案。运筹学是管理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

它是学生进行现代数学思想和方法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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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具。

《运筹学》是经管类部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掌

握线性规划及其对偶问题、运输问题、整数规划、目标规划、图与网络分析、计

划评审法和关键线路法等基本内容, 包括模型条件、结构特点、基本方法步骤和

应用范围等。通过对具体方法与模型的学习，认识运筹学在经营管理决策中作为

提高决策水平的方法和工具的作用。本课程旨在使同学们正确、全面地掌握各级

管理工作中已被广泛应用、发展比较成熟的最优化理论与方法，并能运用所学理

论和方法解决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优化问题，为后续课程奠定定量分析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1：了解线性规划问题建立数

学模型的方法和过程，掌握线性规

划各种模型转化的方法，掌握线性

规划问题基、基解、基可行解、可

行基概念，求解线性规划的基本理

论，掌握单纯形方法的理论和算法

过程，了解大 M 法和两阶段法 ，

了解线性规划在经济管理中的一

些实际应用。

掌握原问题与对偶问题，握对偶

问题的基本性质，熟练掌握写出一

个线性规划问题的对偶问题和利

用松弛定理判别原问题与其对偶

问题最优解之间的关系，掌握偶单

纯形法，了解影子价格的经济意

义，掌握灵敏度分中资源数量变化

的分析和目标函中价值系数的变

化分析，了解技术系数的变化分

析。

2

目标2：理解运输问题的一般模型，

熟练运用表上作业法求解运输问

题，能够利用运输问题解决一些实

际问题，了解产销不平衡的运输问

题的概念、解法及其理论依据。

3

目标3：理解整数线性规划的数学

模型和整数规划问题的分类，了解

分支定界法，掌握割平面法，掌握

分配问题的数学模型。

掌握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掌

握目标规划的图解法，了解目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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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划的单纯形法，了解目标规划的层

次算法。

4

目标4：了解图的基本概念，掌握

避圈法和破圈法求最小支撑树的

方法，掌握最短路的Dijkstra 算

法，掌握求最大流标号算法，了解

最小费用流。

公共类课程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2

3

4

5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1.了解运筹学的发展概

况；

2.了解线性规划问题建

立数学模型的方法和过

程；

3.掌握线性规划各种模

型转化的方法；

4.掌握求解线性规划的

基本理论；

5.掌握可行区域与基本

可行解概念；

6.掌握求初始解的理论

和方法； 掌握单纯形方

法的理论和算法过程；

7.了解大 M 法和两阶段

法 。

课堂讲授（12 课时）

了解并掌握

单纯形方

法，能够用

单纯形方法

解决线性规

划问题

课程目

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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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2

1.掌握原问题与对偶问

题；

2.掌握对偶问题的基本

性质，熟练掌握写出一个

线性规划问题的对偶问

题和利用松弛定理判别

原问题与其对偶问题最

优解之间的关系；

3.掌握偶单纯形法；

4.了解影子价格的经济

意义；

5.掌握灵敏度分中资源

数量变化的分析和目标

函中价值系数的变化分

析，了解技术系数的变化

分析。

课堂讲授（8 课时）

了解并掌握

对偶单纯形

方法，掌握

单纯形方法

和对偶单纯

形方法之间

的联系，可

以运用对偶

单纯形方法

解决线性规

划问题

课程目

标 1

3

1. 理解运输问题的一般

模型，运输问题的特殊

性；

2. 熟练运用表上作业法

求解运输问题，掌握确定

初始可行解的西北角法、

最小元素法、Vogel 法和

求检验数的闭回路法、位

势法等，能够利用运输问

题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 了解产销不平衡的运

输问题的概念、解法及其

理论依据。

课堂讲授（6 课时）

能够熟练

运用表上

作业法求

解运输问

题

课程目

标 2

4

1.理解整数线性规划的

数学模型和整数规划问

题的分类；

2.了解分支定界法；

3.掌握 Gomory 割平面法；

4.掌握分配问题的数学

模型。

课堂讲授（6 学时）

了解并掌握

解决整数线

性规划的各

种方法

课程目

标 3

5
1.掌握目标规划的数学

模型；

2.掌握目标规划的图解

课堂讲授（6 课时） 了解并掌握

解决目标规

划的方法

课程目

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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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法；

3.了解目标规划的单纯

形法；

4.了解目标规划的层次

算法。

6

1.了解图的基本概念；

2.掌握避圈法和破圈法

求最小支撑树的方法；

3. 掌握最短路的

Dijkstra 算法；

4. 掌握求最大流标号算

法。

5. 了解最小费用流。

课堂讲授（10 课时）

了解并掌握

有关图问题

的算法

课程目

标 4

五、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

比例

(%)
作业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4% 21% 35%

2 目标 2 6% 9% 15%

3 目标 3 6% 9% 15%

4 目标 4 14% 21% 35%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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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正，《运筹学（第5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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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业 1 1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

题过程思路

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解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业 2 2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

题过程思路

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解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业 3 3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

题过程思路

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握解

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业 4 4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

题过程思路

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解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100-90

优

89-75

良

74-60

合格

59-0

不合格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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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

三、研究报告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100-90

优

89-75

良

74-60

合格

59-0

不合格

研究报告

四、期末考试评价标准示例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运筹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考虑

多种工程实践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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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回归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 实用回归分析

英文名称：Regression Analysis

课程代码 043634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限选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陈影影

课程团队 郭鹏、杨伟、张富、孔峰

授课学期 第 4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0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32 实训（含上机）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先

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

对后续的支撑及后

续课程

后续课程：企业经营统计、应用时间序列分析、非参数统计、抽样

技术与应用、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大数据技术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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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实用回归分析是高等院校统计学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是研究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门

课程，也是一门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应用性很强的统计学学科，在社会经济统计、

工业统计、生物统计、经济管理、金融投资、保险精算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实用回归分

析不仅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统计思想，还有大量的统计计算及其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让学生会应用回归分析中的诸多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建模，通过和不同的学科知识相结合，

对所考虑具体问题给出合理的推断。帮助学生获得回归分析的基本知识，掌握基本应用技能，

了解本学科的特点和发展前沿。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熏陶的同时，思维能力得以加强，数学修

养得以提高。引导学生既重视理论知识又重视实际应用，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复合型实用人才。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只是、能力、素质三方面得到提升：

知识层面：掌握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程、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回归模型的参数

估计、能够进行模型误差的正态性诊断。

能力层面：具备数学运算、数学抽象、能够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建模。

素质层面：建立严谨的思维模式，养成事实求是的作风。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了解统计数据的整理和描述、几种

重要的概率分布，掌握假设检验和

参数估计。

2.2 能够使用数学工具，结合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进行理论和数据分析

毕业要求 2：

学科知识

2

了解和理解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回

归方差和回归名称的由来，理解回

归分析的主要内容及其一般模型，

掌握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

程。

4.2 能够使用统计学的分析方

法，包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计分析、线性

回归等方法对行业和产业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毕业要求 4：

应用能力

3

了解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特点和基

本假设，掌握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理解最小二乘估计的性质会对回归

方差做出显著性的检验，理解预测

和控制。

2.2 能够使用数学工具，结合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进行理论和数据分析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4

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特点和基

本假设、中心化和标准化，掌握回

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相关矩阵和偏

相关系数，理解最小二乘估计的性

质会对回归方差做出显著性的检

验，理解预测和控制。

8.1 具有看待问题的国际视

角，理解和尊重世界的多样

性与差异性。

毕业要求

8.国

界

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了了了了了̟：：济济济济济济济济济济济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视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样毕毕毕毕毕毕毕毕分分分̟࠶分分分分分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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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教学重点：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及

其一般模型、建立实际问题

回归模型的过程

教学难点：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回归分析的一般模型、

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

程

教学内容：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回归方差和回归名称的

由来、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

及其一般模型、建立实际问

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思政融合点：假设检验相关

内容

实验操作 2 学时

了解统计数

据的整理和

描述、几种

重要的概率

分布，掌握

假设检验和

参数估计。

目标 1

2

教学重点：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及

其一般模型、建立实际问题

回归模型的过程

教学难点：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

的过程

教学内容：变量间的相关关

系、回归方差和回归名称的

由来、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

及其一般模型、建立实际问

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实验操作 4 学时

了解和理解

变量间的相

关关系、回

归方差和回

归名称的由

来，理解回

归分析的主

要内容及其

一般模型，

掌握建立实

际问题回归

模型的过

目标 2

3

教学重点：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最小二乘估计的性质、回归

方差做出显著性的检验、预

测和控制

教学难点：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的建立、回归方差做出显

著性的检验、预测和控制

教学内容：一元线性回归模

型、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最小二乘估计的性质、回归

实验操作 10 学时

了解一元线

性回归模型

的方点
和建

般性 Ϯ ， 掌

握回 归模型

参

数

估

计， 理解最

小二 乘估计

性

质及点

回归 点差做

出显 著 性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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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

程目标

方差做出显著性的检验、预

测和控制

检验，理解

预测和控

制。

4

教学重点：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最小二乘估计的性质、回归

方差做出显著性的检验、预

测和控制、中心化和标准化、

相关矩阵

教学难点：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的建立、回归模型的参数

估计

教学内容：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最小二乘估计的性质、回归

方差做出显著性的检验、预

测和控制、中心化和标准化、

相关矩阵和偏相关系数

思政融合点：回归诊断

实验操作 10 学时

了解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

的特点和基

本假设、中

心化和标准

化，掌握回

归模型的参

数估计、相

关矩阵和偏

相关系数，

理解最小二

乘估计的性

质会对回归

方差做出显

著性的检

验，理解预

测和控制。

目标 4

5

教学重点：残差及其简单性

质、回归函数线性的诊断、

误差方差齐性的诊断、误差

的独立性诊断、模型误差的

正态性诊断

教学难点：残差及其简单性

质、回归函数线性的诊断、

误差方差齐性的诊断、误差

的独立性诊断、模型误差的

正态性诊断

教学内容：残差及其简单性

质、回归函数线性的诊断、

误差方差齐性的诊断、误差

的独立性诊断、模型误差的

正态性诊断

思政融合点：异常值、强影

响值

实验操作 6 学时

掌握残差及

其简单性

质、回归函

数线性的诊

断、误差方

差齐性的诊

断、误差的

独立性诊

断、模型误

差的正态性

诊断。

目标 5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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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何晓群 、闵素芹，《实用回归分析》（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05.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何晓群，刘赛可 《应用回归分析》（第 2 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3
2. 王燕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 6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编写人： 陈影影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06.28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实验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8% 12% 20%

2 目标 2 8% 12% 20%

3 目标 3 8% 12% 20%

4 目标 4 8% 12% 20%

5 目标 5 8% 12% 20%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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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实

验

1

目

标

2

上机实

验数据

清理的

方法，能

够对数

据进行

变换，用

统计软

件实现

处理采

用的方

法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骤较好地完

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有自己的见解和分

析，数据处理准确，

结果分析缜密；思考

题回答准确，有自的

见解，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

完整，版面比较整

洁；能独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录实验数

据，数据处理比较

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

答恰当，表述准确；

按规定时间提交实

验报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

洁度一般；

需要协助

晚 成实验

过程并且

记录试验

数据；数据

处理一般，

结果分析

简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混

乱，未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不

允许进行

实验；未完

成实验；未

进行数据

处理以及

结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交

实验报告

2
5
%

实

验

2

目

标

2

上机实

验数据

清理的

方法，能

够对数

据进行

变换，用

统计软

件实现

处理采

用的方

法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骤较好地完

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有自己的见解和分

析，数据处理准确，

结果分析缜密；思考

题回答准确，有自的

见解，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

完整，版面比较整

洁；能独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录实验数

据，数据处理比较

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

答恰当，表述准确；

按规定时间提交实

验报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

洁度一般；

需要协助

晚 成实验

过程并且

记录试验

数据；数据

处理一般，

结果分析

简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混

乱，未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不

允许进行

实验；未完

成实验；未

进行数据

处理以及

结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交

实验报告

2
5
%

实 目 上机操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实验报告 未进行实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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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简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混

乱，未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

验

6

目

标

6

上机实

验数据

清理的

方法，能

够对数

据进行

变换，用

统计软

件实现

处理采

用的方

法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骤较好地完

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有自己的见解和分

析，数据处理准确，

结果分析缜密；思考

题回答准确，有自的

见解，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

完整，版面比较整

洁；能独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录实验数

据，数据处理比较

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

答恰当，表述准确；

按规定时间提交实

验报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

洁度一般；

需要协助

晚 成实验

过程并且

记录试验

数据；数据

处理一般，

结果分析

简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混

乱，未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不

允许进行

实验；未完

成实验；未

进行数据

处理以及

结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交

实验报告

2
5
%

实

验

7

目

标

7

上机操

作单变

量数据

展示的

方法以

及两变

量数据

展示的

方法，上

机实现

高维数

据展示

的方法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骤较好地完

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有自己的见解和分

析，数据处理准确，

结果分析缜密；思考

题回答准确，有自的

见解，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

完整，版面比较整

洁；能独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录实验数

据，数据处理比较

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

答恰当，表述准确；

按规定时间提交实

验报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

洁度一般；

需要协助

晚 成实验

过程并且

记录试验

数据；数据

处理一般，

结果分析

简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混

乱，未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不

允许进行

实验；未完

成实验；未

进行数据

处理以及

结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交

实验报告

2
5
%

实

验

8

目

标

8

上机操

作单变

量数据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

完整，版面比较整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未进行实

验预习，不

允许进行

2
5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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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

方法以

及两变

量数据

展示的

方法，上

机实现

高维数

据展示

的方法

照实验步骤较好地完

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

有自己的见解和分

析，数据处理准确，

结果分析缜密；思考

题回答准确，有自的

见解，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洁；能独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录实验数

据，数据处理比较

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

答恰当，表述准确；

按规定时间提交实

验报告

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

洁度一般；

需要协助

晚 成实验

过程并且

记录试验

数据；数据

处理一般，

结果分析

简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混

乱，未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未完

成实验；未

进行数据

处理以及

结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交

实验报告

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示例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和设计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考虑多种工

程实践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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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软件（SPSS）》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应用计算软件（SPSS）》

英文名称：《Application Computing Software(SPSS)》

课程代码 043635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限选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 富

课程团队 张富、郭鹏

授课学期 第 4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或 SPSS 语言需求的专业）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数学和统计学背景，先修课程包括《高
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该课程对学生在多个方面的学术技能提升有着显著的助益。首先，它强
化了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整理和分析数据。其次，
通过深入教授统计学原理和应用，该课程加深了学生对统计知识的掌
握。此外，该课程还帮助学生熟悉研究方法，包括如何设计研究、选择
统计方法和解读分析结果，这对于科研方法论的学习至关重要。最后，
课程对论文写作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因为它教会了学生如何利用数据分
析支撑论点和增强论文的说服力。这些技能对于学生未来学习《统计建
模》、《大数据技术》以及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等后续课程都是
极为重要的基础。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作风，让学生
在学习生活中，要从源头上消除偏
差，防止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后果。

数据导入与误差分
析

案例教学法

搜集与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数据，结
合数据与经济社会相关政策，了解
时事政治，研究中国问题，认识国
情，激发爱国热情。

数据收集 案例教学法

上
海
电
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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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数据的统计
分析，通过泰坦尼克号这一案例的
数据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数据统计特征分析 案例教学法

基于实际问题分析将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结合。

实际问题分析 案例教学法

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

课程简述教学过

程与产教元素的

融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 /

二、课程简介

SPSS 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统计软件，适用于多种学科领域。它以用户友好的界面和强大

的功能著称，能够高效完成数据录入、整理和分析等任务。该软件提供美观的输出结果，尤

其适合非统计专业人士使用。课程内容通常包括 SPSS 软件操作和必要的统计知识介绍。学

习者将了解软件的发展简史、界面设置、主要窗口类型，以及如何绘制统计图表和规范报告

统计结果。此外，课程还会教授常用数据库操作技巧，以及如何计算统计描述指标。在统计

分析方法方面，课程涵盖基本的分析技术，如 t检验、方差分析、卡方检验、非参数检验、

线性相关和回归等。学生将学习如何在 SPSS 中执行这些操作，并正确解读结果。总的来说，

SPSS 课程旨在通过实践操作帮助学生掌握数据分析技能，为学术研究或职业生涯提供坚实

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掌握数据分析技能。

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数据思维和

数据分析技能，使学生能够熟练地

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的收集、

整理和分析。这包括学习如何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例如筛选、排序、

计数、分类汇总以及数据分组等操

作。

指标点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

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

件，并能够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2.掌握解

决金融问

题所需的

数学、计

算机等基

础知识，

并能够将

统计学、

及大数据

知识应用

于解决金

融统计实

务问题。

指标点 6.1 能够对公司金融数据

进行分析

2

课程目标 2：理解统计原理。培养

学生深入理解统计学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并掌握如何在 SPSS 中实

现这些统计分析步骤。这可能涉及

描述性统计分析、推断性统计分析

等内容。

指标点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

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

件，并能够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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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6.能够对

公司金融

数据进行

分析和预

测，并为

公司制定

中长期决

策规划。

3

课程目标 3：应用于专业研究。通

过讲授和上机实验，使学生能够将

SPSS 应用于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

中，实现数据统计分析的计算机化

指标点 7.1 了解本专业重要资料

来源和搜索方法，能够利用网络

等工具获取工程问题信息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

验操作、分组讨

论、线上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

（1）SPSS 软件简介与安装调试

（2）SPSS 数据文件的建立

（3）SPSS 数据管理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SPSS 数据文件的建立

难点：变量管理

了解 SPSS 软件特点

和优势。掌握 SPSS
数据的建立与管

理。

课堂讲授：2 课

时；

上机实验：2 课

时

课程目

标 1

2

主要教学内容：

（1）描述性统计分析

（2）图表的绘制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描述性分析、图形画板模板

选择程序、三维条形图的绘制 、误

差条形图的绘制

难点：描述性分析、图形画板模板

选择程序、三维条形图的绘制 、误

差条形图的绘制

思政融合点：

1. 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作风，让学

生在学习生活中，要从源头上消除

偏差，防止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的后果。

2. 搜集与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数据，

结合数据与经济社会相关政策，了

解时事政治，研究中国问题，认识

掌握 SPSS 的基本数
据类型、掌握利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以及图表的
绘制

课堂讲授：3 课

时；

上机实验：3 课

时

课程目

标 1、
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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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

验操作、分组讨

论、线上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国情，激发爱国热情。

3

主要教学内容：
（1）均值检验
（2）方差分析
（3）卡方检验
（4）非参数检验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样本 T 检验、设计方差分析、
设计卡方检验、多个相关样本检验

难点：多重列联表卡方检验、多个

相关样本检验。

掌握单因素完全随

机设计方差分析、

单因素随机区组设

计方差分析、单因

素重复测量设计方

差分析、 双因素完

全随机设计方差分

析、、双因素混合

设计方差分析、双

因素重复测量设计

方差分析、协方差

分析、RⅹC 设计卡

方检验-独立样本、

RⅹC 设计卡方检验

-相关样本、多重列

联表卡方检验、两

个相关样本检验、

多个相关样本检验

课堂讲授：4 课

时；

上机实验：4 课

时

课程目

标 1、
2、3

4

主要教学内容：

（1）相关分析

（2）回归分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偏相关与部分相关、距离相

关、典型相关、一元线性回归、多

元线性回归、曲线回归、虚拟回归、

二维 Logistic 回归

难点：多元线性回归、二维 Logistic
回归

思政融合点：

泰坦尼克号死亡数据的统计回归分

析，通过泰坦尼克号这一案例的数

据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

熟练掌握偏相关与

部分相关、距离相

关、典型相关、一

元线性回归、多元

线性回归、曲线回

归、虚拟回归、二

维 Logistic 回归

课堂讲授：5 课

时；

上机实验：5 课

时

课程目

标 1、
2、3

5

主要教学内容：

（1）聚类分析

（2） 因素分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K-Means 聚类、系统聚类、

掌握 K-Means聚类、

系统聚类、 二阶聚

类、因素分析中的

基本问题、因素分

析的实现过程。

课堂讲授：2 课

时；

上机实验：2 课

时

课程目

标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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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www.ibm.com/products/spss-statistics

编写人： 张富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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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作业 1

作业 2

作业 3

作业 4

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实验 6
实验 7
实验 8

d

6

9

重

重

0

5

7

评价标߶
示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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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概率论》

英文名称：《Probability》

课程代码 044058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杨伟

课程团队 杨伟

授课学期 第 3 学期 学分/学时 3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实训（含上机）

实习 其他

面向专业 商学院各专业留学生

授课语言 英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初等课程，微积分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数学知识及

其应用能力，为相关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提供支撑。

后续课程包括：统计学原理、投资组合分析、计量经济学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通过让学生体会数学的“无处不在”
以及䠂 

通内崀䠀*¸
括

ᆖਸ

敡

4ß

/�

0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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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初步理解和掌握概率的基本概念和基
本方法，了解其基本理论，学习和训练运用概率的思想方法观察事物、分析事物以及培养学
生用概率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概率论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几乎遍及所有科学技术领域，工农业生产和国民
经济的各个部门，例如使用概率方法可以进行气象预报，水文预报以及地震预报，产品的抽
样检验，在研究新产品时，为寻求最佳生产方案可以进行试验设计和数据处理，在可靠性工
程中，使用概率方法可以给出元件或系统的使用可靠性以及平均寿命的估计，在自动控制中，
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以便通过计算机控制工业生产，在通讯工程中可用以提高抗干扰和分
辨率等。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公共类课程《概率论》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理解排列组合的定义与运算，并能利用排列组合解决古典概率问题。理解样本空

间和事件的定义、事件的运算法则，以及事件的概率的定理和命题等，并会运用

这些理论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理解条件概率的由来、定义和计算公式；掌

握贝叶斯公式和全概率公式；掌握独立事件概念与计算公式；掌握事件相互独立

的充要条件。

2

理解随机变量的定义和概率的计算；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概念以及期望的定义与

意义，并会计算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理解随机变量函数的期望；掌握方差的

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方差的计算；掌握几种常见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念、性质

和分布函数。

3
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念，概率密度函数的性质；掌握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期望

和方差；理解均匀分布的概念，概率密度函数的表达式；理解正态随机变量的概

念，掌握性质和概率的计算。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1 排列组合的定义与运

算。2 利用排列组合解决古典概率问题。

教学重点、难点：

利用排列组合解决古典概率问题。

思政融合点：

培养学生从小事做起、从简单的问题学

起，从中感悟循序渐进的自然规律。

理解排列组合的定义

与运算，并能利用排

列组合解决古典概率

问题。

课堂讲授

4
1

2

主要教学内容：

1 样本空间和事件的定义、事件的运算

法则。2 事件的概率的定理和命题及其

理解样本空间和事件

的定义、事件的运算

法则，以及事件的概

率的定理和命题等，

课堂讲授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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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应用等。

教学重点、难点：

事件的概率的定理和命题及其应用。

思政融合点：

在讲易混淆概念时，有意识引出“现象与

本质”的辩证关系。引导学生能够透过现

象看本质，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

并会运用这些理论解

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

题

3

主要教学内容：1 条件概率的由来、定

义和计算公式。2 贝叶斯公式和全概率

公式。3 独立事件概念与计算公式 4 事

件相互独立的充要条件

教学重点、难点：

贝叶斯公式和全概率公式；独立事件概

念与计算公式。

思政融合点：（全概率公式）

全概率公式的重点在于样本空间的划

分，将事件的概率分解到事件的每个原

因去考虑。由于在每个原因下发生的概

率及先验概率是比较容易求得，所以概

率的计算会变得比较简单其思想就是

“化整为零、化繁为简”，把每个简单的

局部问题解决后，再积零为整，最终使

问题得到解决，学生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碰到复杂问题时也要尝试化整为零、化

繁为简．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理解条件概率的由

来、定义和计算公式；

掌握贝叶斯公式和全

概率公式；掌握独立

事件概念与计算公

式；掌握事件相互独

立的充要条件。

课堂讲授

8
1

4

主要教学内容：1 随机变量的定义和概

率的计算。2 离散型随机变量概念以及

期望的定义与意义，计算离散型随机变

量的期望。3 随机变量函数的期望。4 方

差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方差的计算。

5 几种常见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念、性

质和分布函数

教学重点、难点：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随机变量函数

的期望；方差的概念，离散型随机变量

方差的计算；几种常见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概念、性质和分布函数。

思政融合点：（二项分布）

“水滴石穿，金石可镂”，二项分布之伯

努利实验体现的就是量变与质变的关

理解随机变量的定义

和概率的计算；掌握

离散型随机变量概念

以及期望的定义与意

义，并会计算离散型

随机变量的期望；理

解随机变量函数的期

望；掌握方差的概念，

离散型随机变量方差

的计算；掌握几种常

见离散型随机变量的

概念、性质和分布函

数。

课堂讲授

14
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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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

及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系，用概率的语言就是：“假设在一次随

机实验 E中事件 A发生的概率为 p，无
论 p是多么小的一个正数，只要不断独
立地重复实验 E，事件 A迟早会发生几
乎是必然的”，质的变化必须要有量的积

累，使学生认识到学习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培

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5

主要教学内容：1.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

念，概率密度函数的性质；2.连续型随

机变量的期望和方差；3.均匀分布的概

念，概率密度函数的表达式；4.正态随

机变量的概念，性质和概率的计算。

教学重点、难点：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期望和方差；均匀分

布的概念，概率密度函数的表达式；正

态随机变量的概念，性质和概率的计算

思政融合点：（数学期望）

在讲数学期望时可以以福彩为例，计算

一下彩票中奖的期望，发现都是负值，

而中一等奖的概率也是小概率事件，从

而教育学生做事要脚踏实地，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

的概念，概率密度函

数的性质；掌握连续

型随机变量的期望和

方差；理解均匀分布

的概念，概率密度函

数的表达式；理解正

态随机变量的概念，

掌握性质和概率的计

算。

课堂讲授

10
3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作业 测试 线上自学 实验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50% 5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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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各目标所占比例

测试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线上自学各目标所占比例

线上自学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实验各目标所占比例

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A first course in Probability》（第 10 版），Sheldon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A first course in Probability theory》 (第 3 版)，Kai Lai Chung 等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第 5 版），Jay L.Devore 编著，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4

3. 《概率论基础教程》 ，童行伟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编写人： 杨伟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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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

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2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3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4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作

业
5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完整、思路正

确、书写清晰，

正确率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程

思路基本正确，

书写清晰，正确

率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过

程不完整、思路不

准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二、在线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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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在线测

试 1
在线测

试 2
在线测

试 3
在线测

试 4

三、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四、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大作业 1
大作业 2

五、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5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包含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或证明题。

4.考试内容：须体现对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

考核，不仅包括对各单元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运用多种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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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科学，具有总体性、具体性和数量性的特点。

企业经营统计学是统计学方法技术与企业经济理论结合的交叉学科，它是一门部门统计

学，是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一个分支，是企业经济统计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介绍了企

业经济统计的调查、整理、分析Ѐ

与�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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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介绍企业统计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内容、企业统计

作用及企业统计组织和基础

工作等。

课堂讲授（8 学时）

了解并掌握企业

统计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内容、企

业统计作用及企

业统计组织和基

础工作等

课程目

标 1

2

主要介绍企业产出成果统计

的理论、指标、核算方法及

分析应用。
课堂讲授（8 学时）

了解并掌握企业

产出成果统计的

理论、指标、核算

方法及分析应用

课程目

标 2

3
主要介绍企业投入要素统计

的理论、指标、分析方法及

应用。

课堂讲授(8 学时)

了解并掌握企业

投入要素统计的

理论、指标、分析

方法及应用

课程目

标 3

4
主要介绍企业综合统计评价

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企业统

计分析报告写作。

课堂讲授(8 学时)

了解并掌握企业

综合统计评价的

有关理论和方法；

企业统计分析报

告写作。

课程目

标 4

五、课程考核

序

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作业

30%
平时测验

1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5% 2% 10% 17%

2 目标 2 10% 3% 2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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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 3 10% 3% 20% 33%

4 目标 4 5% 2% 10% 17%

合计 30% 1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王艳明，米子川，《企业经营统计(第三版) 》 ，科学出版社，2021.03.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张康宁，《 企业经营统计学之大数据统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03。

2. 彭莉莎，《企业经营管理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02。

3. 贾俊平等著，《统计学（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10。

4. 卢纹岱著，《SPSS 统计分析（第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04。

编写人： 常仁英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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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和作图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企业经营统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

开发解决方案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

合考虑多种工程实践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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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时间序列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英文名称： Applied Time Series Analysis

课程代码 043638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丽瑛

课程团队 孙丽瑛、常仁英

授课学期 第六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类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要求：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差分方程、方差、最小二乘估计、
矩估计等概念，会求差分方程的特征根，会根据数学模型计算均值、方
差和自协方差等。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后续要求：本课程是“经济统计”专业能力模块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掌
握时间序列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侧重培养学生对分析方法的理解，
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分析随机数据序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能够运用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为后续学习打下方法论
基础。
后续课程：社会统计与调查方法、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空间数据分析
和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时间序列分析简

介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作

和生活中自觉履行责任的能力。

平稳时间序列分

析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爱国思想，培养具有正确价值

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

国情的大学生。

非平稳时间序列

分析
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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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经济统计”课程模块中的专业核心课程，以培养应用能力突出、能适应工作变化和

具有创新素质的学生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进行知识点讲解，

注重培养学生对分析方法的理解和综合应用的能力；在教学模式上，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注

重引导学生对经济统计领域相关的数据问题已有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

能力；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不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解决复杂实

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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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测模型，会做具体的综合分析。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教学重点：时间序列的定义、

时间序列分析解决的问题。

教学难点：无

主要教学内容：对时间序列的

学科特点、学科背景、发展前

景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时间序列

发展历史时，采用案例教学的

方式，引入“时间序列分析技

术，看中国的自强之路”课程

案例，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

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课堂讲授（2 课时）

了解时间序

列分析的常

用方法及各

自的优缺点。

课程目标 1

2

Ϯ
�È，重点： 关解 大的养的的绍课析值方ϮϮ�È�ÈLî点：术序缺大析值的方Ϯ主要教学内容：的、时间序列的价值、自序方问国析值自，关系析的观情值大在。情、展 关解、关 关解的自方、式方情及值情的关系：、关关解的的系方法列、关解大的系的的绍课析值方法，、关缺析序列的自方及的系方法方、术序缺大析值的方法。课堂讲授（2课时）值值关解大的系的的绍课析值方点。课程目标12Ϯ�È点：自问情值养的关解解值关解大值：大间情养、值、析间的值值养的 大值 大在大关解序列的及值方法值情析析值方法大的值方,´,´�À �Ä,´?±8��õ,´�Ã�l,´8��l、,´�?�õ,´�l�õ�Ã�l�l3+�õ�«,´8��l�éX�W,´�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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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稳性条件

3、AR(p)模型的统计性质

4、滑动平均(MA(q))模型和滑

动平均(MA(q))序列的统计性

质、可逆性质

5、AR(p)序列和 MA(q)序列的

对偶关系

6、AR(p)序列的平稳性和

MA(q)序列的可逆性判断

6、自回归滑动平均

(ARMA(p,q))模型和自回归滑

动平均(ARMA(p,q))序列的概

念及其统计性质

7、平稳序列的建模方法、参

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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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5

教学重点：

趋势分析的移动平均法

教学难点：

趋势分析的移动平均法

主要教学内容：

１、确定性因素分解的加法模

型和乘法模型

２、趋势分析的移动平均法

３、X-11 季节调整模型的优良

属性

４、三种指数平滑预测模型，

会做具体的综合分析

课堂讲授（8 课时）

掌握确定性

因素分解的

加法模型和

乘法模型，掌

握趋势分析

的移动平均

法。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案例

2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2% 2% 6% 10%

2 目标 2 10% 10% 30% 50%

3 目标 3 8% 8% 24% 40%

合计 20% 2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王燕编著，《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7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易丹辉、王燕编著，《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2. 王燕著，《应用时间序列分析》（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

3. 王黎明著，《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 月。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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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代敏、谢小燕著，《应用时间序列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4 月。

编写人： 孙丽瑛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6.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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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作

业

1

课

程

目

标

1

掌握宽平稳的

判别方法；掌握

平稳性判别的

两种图检验方

法。

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完整，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 90%，书

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

掌握程度一

般，不能正确

运用；解题过

程中存在错

误，答案正确

率超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

运用基本原理

及方法；解题

过程错误且不

完整，答案正

确率低于 60%。

1

0

%

作

业

2

课

程

目

标

2

掌握 AR(p）、

MA(q)模型的

统计性质；会

判断 AR(p)序

列的平稳性

和 MA(q)序列

的可逆性。

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完整，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 90%，书

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

掌握程度一

般，不能正确

运用；解题过

程中存在错

误，答案正确

率超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

运用基本原理

及方法；解题

过程错误且不

完整，答案正

确率低于 60%。

2

5

%

作

业

3

课

程

目

标

2

掌握平稳时

间序列的建

模方法和参

数估计方法；

ARMA 模型的

递推预测。

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完整，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 90%，书

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

掌握程度一

般，不能正确

运用；解题过

程中存在错

误，答案正确

率超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

运用基本原理

及方法；解题

过程错误且不

完整，答案正

确率低于 60%。

2

5

%

作

业

4

课

程

目

标

3

掌握非平稳

时间序列的

建模方法和

趋势分析的

移动平均法。

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完整，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 90%，书

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写

知

识及概念

掌握程度一

般，不能正确

运用；解题过

程中存在错

误，答案正确

率超过 60%写

没 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

运用基本原理

及方法；解题

过程错误且不

完整，答案正

确率

埠䯠

60%写

4

0

%

二、案例伌退79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

9

-

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92

案
例
P
P
T
报
告

课
程
目
标
1
，
2
，
3

根据实际问题数据，通过本课程所学方

法，拟合合适模型，并给出相应的预测。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PPT 格
式规范，
模型拟
合效果
好，预测

结果合

理，设计

步骤完

整规范。
2.PPT 汇
报条理
清楚，讲
解明白。

1.PPT 格
式规范，
模型拟合
效果较
好，预测

结果较合

理，设计

步骤较完

整规范。
2.PPT 汇
报条理较
清楚，讲
解较明
白。

1.PPT 格
式一般，
模型拟
合效果
一般，预
测结果

一般，设

计步骤

较完整

规范。
2.PPT 汇
报条理
较清楚，
讲解较
明白。

1.
P
P
T
内
容
不
完
整
或
过
少
，
模
型
拟
合
不
好
。
2.
P
P
T
报
告
条
理
性
及
叙
述
较
差
。

1
0
0
%

三、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和分析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时间序列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进行建模和预测进行考

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包括考核综合分析能力。主要内容有时间序列

的预处理；平稳时间序列分析；非平稳序列的随机分析；非平稳序列的确定性分析。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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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数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 非参数统计

英文名称：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课程代码 043640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富

课程团队 张富、常仁英

授课学期 第

*e学؞

学Ϭ

ᆜ

学

Ϭ334 䈴课

⫋
学

Ϭ4䈴凰

学
Ϭ4䈴课䄀ᆜ学课名课敡敡敡负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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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简述教学过程与

产教元素的融合）

二、课程简介

《非参数统计》课程是一门专注于不依赖于潜在数据分布假设的统计方法的课程。与参数统

计不同，非参数统计不要求对数据的分布形态进行严格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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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2.2 能够使用数学工具，结合统计

学、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金

融理论和数据分析

是装备制造业企

业）金融数据分

析方案，并提供

持续的决策、咨

询等管理服务。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

学时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分

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非参数统计研

究内容;非参数统计小史;初等

推断统计回顾;非参数统计基

本概念。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

重点是通过与参数统计异同的

比较，介绍非参数统计的研究

内容与研究方法，教学难占是

对检验的相对效率，秩检验统

计昌、U 统计量等非参数统计基

本概念的理解。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清楚非参数统计

的研究对象，了解非参数统计的历史，

明白非参数统计方法和参数统计方法

的区别，认识学习非参数统计方法的必

要性，了解非参数统计的一-些 基本概

念与基本工具;通过对初等推断统计的

简单回顾，要求学生提炼并把握推断统

计思想的实质，为后续章节学习非参数

统计的分析技巧和主要思想打下基础。

课堂讲授：12
课时；

课程目

标 1,2

2

主要教学内容:符号检验;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

Cox-staut 趋势检验;随机游

程检验。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

重点是符号检验、Wilcoxon 符

号秩检验的原理与方

法;教学难点是基于符号检验与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的置信区

间。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符号

检验与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法，能正

确运运

䁅 ⯽⯩

⬅ 近䁾䁝

䖞

䃲

䮠

⮴䯘

ᮍᓎᓨ သᑊ ᓷᐾ

ဗ

ᯰ Ⴜ᮴ᬠᓻ ᓈ။ ᐁ
̺

̼ ̼̼ ̲

̲̲

̲

Ŗ号 ę ௰ ¼ ඎ  ௰¼੍

⚴⟽⾱ ⃖⁝ „ ⦼⤑

‖

‒

‒

„‖‒—

‒ ⎻⃯ ⻰

验凃兺 冾岿 嵪嵢 宴孨倻巰 验凄

PP P¡

S(

Vò

倾
倾

PSO Vò

P T• T^

Ep 䀾

䀾

䁆

侱

䮉 䮖

䁻

䮙䀝

䁝

侞

䃲

䮀䚴䯰

验凃 優 免 凲冀岴凰

验凃円

元岴

Ⱐ ⓻ ⻰₼⇄⺉⺖⓽

⳩ ℾ

ⳮ⳩”

‖

—‒‒„
‖

—“‒‒“‒ ’ €⻰ ₼

厱

割冖 剏制嘁 偅勒偺処 兜偎偅 劑匏処

兜嚴偎 傣僈 呠 卣冼 儑囒兄 嚴咎 僲冠寘 冭

冉嬅 倞 寏哳 冼 儑偅処 兜偝



⮴

䁆

厱

检验冉嬅僈။嘁偅処兜優免⮴巰验

冉嬅凄P

PP

¡

S

(

V

ò

倾倾

P



S

O

V

ò

P



T

•

T

^

Ep

咐Ep

䀾

⻰

䁆侱⺉⺖䁻⳩”劑匏処

兜

䁝

侞

凲冀岴

⻰₼

僈

優

䚴ⳮ侱

‖囒偺⻰₼

倞僈

僈

優

処兜優免

凲冀岴

⻰₼



侱割⺖剏။嘁優

䚴

ⳮ

侱

⮴

優

兜

割嬅寏”

⳩

吀吀剏⳩‒

⮴

寘

冭

冉嬅倞寏哳冼儑

優

処兜偝吀⮴䁆厱

⻰₼

冉嬅

僈

嬅嘁優

処兜

優免凲冀岴

⻰倾

PPP¡S(Vò倾倾PSOVòPT•T^
Ep咐Ep傭Ep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96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

学时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分

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

重点是 Kruskal-Wallis 秩和检

验;教学难点是区组设计及相

关检验问题。

方法。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40%
实验 中期考试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20% 30%

2 目标 2 20% 30% 50%

3 目标 3 10% 10% 20%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王星，褚挺进, 《非参数统计(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吴喜之, 《非参数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08.

2. 陈希孺，《高等数理统计学》，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07.

3. 李裕奇等，《非参数统计方法》，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06.

4. http://www.zgtjcbs.com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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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人： 张富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3.6.2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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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作

业

1

课

程

目

标

1

理解非参数统计的基本概念。学生将学习非参

数统计的基础理论，包括它的定义、适用范围

以及与传统参数统计方法的区别。这有助于学

生建立起对非参数统计方法的初步认识和理

解

基本理

论掌握

准确，解

题过程

完整、思

路正确、

书写清

晰，正确

率不低

于 90%

基本理

论掌握

准确，解

题过程

思路基

本正确，

书写清

晰，正确

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

论掌握

一般、解

题过程

部分正

确，解题

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

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0

.

2

作

业

2

课

程

目

标
2

掌握非参数统计的各种检验方法。课程将重点

讲授如何进行符号经验、Wilcoxon 检验、秩和

检验、正态计分检验、游程经验、Friedman 检

验等非参数统计检验。这些检验方法的学习对

于学生在未来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具有重要

意义。

基本理

论掌握

准确，解

题过程

完整、思

路正确、

书写清

晰，正确

率不低

于 90%

基本理

论掌握

准确，解

题过程

思路基

本正确，

书写清

晰，正确

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

论掌握

一般、解

题过程

部分正

确，解题

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

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0

.

3

作

业

3

课

程

目

标

3

运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和 R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学生将通过研究性课堂设计和实际操作，学会

使用非参数统计方法和 R 软件来分析数据。这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有助于他们更

好地理解数据规律，培养统计思维。

基本理

论掌握

准确，解

题过程

完整、思

路正确、

书写清

晰，正确

率不低

于 90%

基本理

论掌握

准确，解

题过程

思路基

本正确，

书写清

晰，正确

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

论掌握

一般、解

题过程

部分正

确，解题

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

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0

.

5

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上
海
电
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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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5

三、中期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四、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编程题。

（4）考试内容：主要考核学生关于 Python 语言设计的基本内容、常见函数、循环结构、

基本数据类型、控制结构、函数调用、组合数据类型、科学计算与绘图、网络爬虫等内容。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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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统计软件（R 语言）》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实用统计软件（R 语言）》

英文名称：《Practical statistical software (R language)》

课程代码 043640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 富

课程团队 张富、郭鹏

授课学期 第 5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或有数据处理需求的专业）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中的数据处理

及其应用能力，为相关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后续课程包括：《统计建模》、《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毕业设计
（论文）》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作风，让学生
在学习生活中，要从源头上消除偏
差，防止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后果。

数据导入与误差分
析

案例教学法

搜集与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数据，结
合数据与经济社会相关政策，了解
时事政治，研究中国问题，认识国
情，激发爱国热情。

数据收集 案例教学法

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数据的统计
分析，通过泰坦尼克号这一案例的
数据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数据统计特征分析 案例教学法

基于实际建模分析将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结合。

数据建模 案例教学法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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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

课程简述教学过

程与产教元素的

融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 /

二、课程简介
《实用统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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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

绪论

（1）R 语言特点和优势。

（2）数学思维的基本原理。

（3）统计思维的基本原理。

（4）逻辑思维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难点：

重

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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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较图表（雷达图、圆环图）。
（4）“散点点图”“折线线图”“直方图”
“柱状图”“饼图”“箱线图”“密度图”“直
线图”的绘制方法。
（5）ggplot2 图层绘图原理及绘图。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ggplot2 绘图。

难点：图层原理。

图、折线图、面

积图）、相关关

系图表（散点

图、气泡图）、

多维比较图表

（雷达图、圆环

图）。 熟练掌

握“散点点图”“折

线线图”“直方图”

“柱状图”“饼图”

“箱线图”“密度图”

“直线图”的绘制

方法。 理解

ggplot2 图层绘

图原理，并熟练

用 ggplot2绘图。

4

主要教学内容：

数据探索

（1）缺失值判定，处理。

（2）异常值判定，处理。

（3）数据统计特征分析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缺失值、异常值判定，分布

分析，统计量分析。

难点：缺失值、异常值处理，对比

分析，周期分析。

思政融合点：

泰坦尼克号死亡数据的统计分析，

通过泰坦尼克号这一案例的数据分

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

熟练掌握缺失

值判定，处理。

熟练掌握异常

值判定，处理。

掌握数据统计

特征分析方法。

课堂讲授：3 课时；

上机实验：3 课时
1,2,

5

主要教学内容：

数据变换

（1）数据规范化基本方法。

（2）R 语言进行变量增减。

（3）分组汇总,包括列联表 table、
排序 order/sort/rank、聚集

aggregate。
（4）数据连接操作。

（5）长表-宽表转换操作，包括

掌握数据规范

化基本方法。

能用 R语言进行

变量增减。掌握

分组汇总,包括

列联表 table、排
序

order/sort/rank、
聚集 aggregate。

课堂讲授：3 课时；

上机实验：3 课时
1,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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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stack 和 unstack。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排序，分组汇总。

难点：分组汇总。

掌握数据连接

操作。 掌握长

表-宽表转换操

作，包括 stack
和 unstack。

6

主要教学内容：

高级编程

（1）控制结构

（2）用户自定义函数 。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控制结构，用户自定义函数。

难点：用户自定义函数。

掌握有关控制

结构以及用户

自定义函数 。

课堂讲授：2 课时；

上机实验：2 课时
1,2,3

7

主要教学内容：

数据建模

（1）数据建模概念和作用、了解数

据建模常用方法。

（2）使用 rattle 进行数据建模、掌

握聚类 rattle 实现。

（3）关联分析 rattle 实现、掌握决

策树和随机森林的 rattle 实现。

（4）回归分析基本思想、能用回归

分析模型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数

据

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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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实验 中期考试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20% 30%

2 目标 2 20% 30% 50%

3 目标 3
10%

10% 20%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陈强 编《机器学习及 R 应用》(第 1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11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R 软件教程与统计分析》，Pierre Lafaye 等 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编写人： 张富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3.6.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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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作业 1

作业 2

作业 3

作业 4

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实验 6
实验 7
实验 8

三、中期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开卷测试

课程目
标 1、2 能够掌握

基本的第
一章到第
四章的基
本内容

卷面准确
率高，没
有明显错
误，对前
三张内容
掌握的较
好。

卷面基本
准确，个
别内容掌
握的不够
好。

卷面错误
较多，内
容掌握的
不是很扎
实。

错误较
多，掌握
的不好。

1

四、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编程题。

（4）考试内容：主要考核学生关于 Python 语言设计的基本内容、常见函数、循环结构、

基本数据类型、控制结构、函数调用、组合数据类型、科学计算与绘图、网络爬虫等内容。

上
海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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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技术与应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抽样技术与应用

Sampl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课程代码 043642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丽瑛

课程团队 常仁英

授课学期 第 6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类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要求：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方差、最小二乘估计、矩估计等

概念，会根据数学模型计算均值、方差和自协方差等。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后续要求：本课程是“经济统计”专业能力模块的信息化课程，本课程

系统地讲授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和理论。主要内容有抽样基本概念，简

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不等概率抽样，比率估计与回归估计。通过理

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了解几种常

用的抽样方法和一些应用实例。提高学生用统计方法获取数据和分析数

据的能力，使学生具有一定的抽样调查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

后续课程：社会统计与调查方法、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空间数据分析

和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抽样调查的基本

概念
案例教学

结合随机事件概念培养学生理解中国

社会发展并走向强大的必然性。
简单随机抽样 案例教学

展示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展示科学研究

成果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抽样调查方案设

计与实施

案例教学、

实验操作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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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经济统计”课程模块中的信息化课程，以培养应用能力突出、能适应工作变

化和具有创新素质的学生为目标，在教学内容上，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进行知

识点讲解，注重培养学生对分析方法的理解和综合应用的能力；在教学模式上，采用研讨式

的教学模式，注重引导学生掌握经济统计领域相关的抽样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

技能，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在教学资源上，充分利用实验室的统计分析软件和仪器设

备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不同抽样方法的基础上，

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成为新一代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基

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得到提升：

知识层面：学生掌握经济统计领域相关的抽样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能力层面：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通过抽样调查方案的设计，调查的实施，调查资

料的整理与最后抽样调查报告的撰写这一系列过程，在实践中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素质层面：学生建立“统计”思维模式，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开展自主学习。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掌握抽样技

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特别是估计量的分布

及其特征。

指标点 2-2: 能够使用数

学工具，结合统计学、计

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

行金融理论和数据分析.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

课程目标 2：掌握各种分

析方法的应用场合、条

件、程序、要点，熟知获

得各种抽样估计结果的

步骤和结果的含义。

指标点 3-2: 能够使用统

计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假

设检验、置信区间、多元

统计分析、线性回归等方

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毕业要求 3：创新能力

3

课程目标 3：掌握对一般

实际场合和具体情况选

择合适抽样方法、制订抽

样方案的能力。

指标点 4-3 能够提供对

经济统计数据分析方案，

并提供持续的决策。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1

教学重点：估计量与抽样分布；

抽样误差与置信区间。

教学难点：抽样误差与置信区

间

课堂讲授

（2 学时）

了解估计量、抽样

分布、抽样误差、

估计精度、置信区

间等概念的内涵和

作用，能够运用它

课程目标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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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总体与样本的

相关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估计量与抽样分布，样本设计

原则与样本量的确定等抽样调

查中的基本概念。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各种数据

收集方法，讲授收集数据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虚假行为，强调

统计调查和实验中实事求是的

态度和调查方法应用中的客观

公正。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

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

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们进行实际的抽样

估计。

2

教学重点：

总体均值的简单估计；总体比

例的简单估计；样本量的确定。

教学难点：

样本量的确定。

主要教学内容：

1、简单随机抽样的概念、方法、

地位和局限性。

2、总体均值、总体总值的简单

估计

3、总体比例的简单估计量及其

性质

4、确定样本量所需考虑的因

素、估计总体均值和总体比例

时的样本量确定方法。

思政融合点：利用概率分布知

识，结合实际问题讲授概率在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

域的应用。结合随机事件概念

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并走向强大

的必然性。

课堂讲授

（4 学时）

熟知总体均值、总

体总值和总体比例

的简单估计；了解

样本量的确定。

课程目标 2

3

教学重点：

总体均值与总体总值的简单估

计、样本量的确定

教学难点：样本量的确定

主要教学内容：

分层随机抽样、层的划分原则、

符号的说明

2、总体均值、总体总值和总体

课堂讲授

（4 学时）

掌握分层抽样的估

计量及其性质；掌

握分层抽样样本量

的确定方法。

课程目标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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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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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１、系统抽样的基本思想、基

本方式、总体单位排序与系统

抽样的关系、有序排列下的系

统抽样

２、估计量、估计量的方差

３、纯随机抽样估计法、分层

抽样估计法、整群抽样估计法、

交叉子样本估计法、折层估计

法、Matern 估计法

7

实验教学内容：

1、设计抽样调查方案

2、抽样调查方案的实施

3、抽样调查报告的写作

思政融合点：结合抽样调查方

案的各类统计用图表展示我国

宏观经济数据，展示科学研究

成果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展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

就。

实验操作

（16 学时）

通过抽样调查方案

的设计，调查的实

施，调查资料的整

理与最后抽样调查

报告的撰写这一系

列过程，在实践中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实验报告

2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5% 10% 15%

2 目标 2 15% 50% 65%

3 目标 3 20% 20%

合计 20% 2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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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材

1. 刘建平著，《抽样技术与应用》，杜子芳，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杨贵军、尹剑、孟杰著，《应用抽样技术》，施锡铨，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 8 月。

2. 李金昌著，《应用抽样技术》， 科学出版社，2015 年 1 月。

3. 冯士雍、倪加勋、邹国华著，《抽样调查理论与方法》，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9 月。

4. 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

编写人： 孙丽瑛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https://book.jd.com/writer/%E6%9D%A8%E8%B4%B5%E5%86%9B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0%B9%E5%89%9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AD%9F%E6%9D%B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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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英文名称：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课程代码 043643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孔峰

课程团队 常仁英、孙丽瑛、杨伟

授课学期 第六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微积分基本原理，能够熟练地计算积分和多

重积分，掌握离散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掌握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掌握矩阵论的基本知识，会求矩阵的特征值，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的原

理和基本方法。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较系统全面地了解多元统计分析的内容，

并掌握多元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从学习理论中看到多元统计分

析方法的实用价值，通过实证分析，让学生掌握数据处理的多元统计分

析方法，为其就业与继续深造打下必要而有用的基础。

后续课程：大数据技术、市场调查与预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将精益求精、严

谨、耐心、专注、坚持、敬业等精神，

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的素质，教会学生从

单调枯燥的环境中去发现统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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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多元统计分析》作为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较

系统全面地了解多元统计分析的内容，并掌握多元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从学习理论

中看到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实用价值，通过实证分析，让学生掌握数据处理的多元统计分析

方法，为其就业与继续深造打下坚实而有用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得到提升：

知识层面：（学生）掌握多元统计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特别是几种常见的多元

统计分析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能力层面：（学生）掌握各种分析方法的应用场合、条件、程序、要点，熟知各种多元

统计分析的步骤和分析结果的含义，能够把大量的数据简化到人们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能

够构造一个综合指标代替原来的变量，能够进行判别和分类，能够对数学计算结果进行科学

合理的解释，并从专业背景上给予分析。

素质层面：（学生）具有对一般实际场合和具体情况选择合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制订

统计分析方案的能力，并且学会使用 SPSS、EXCEL 等统计软件相关功能，为进一步深入学

习统计理论与应用课程做好准备。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掌握多元统计分析的基本方

法。

2.2 能够使用数学工具，结合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进行理

论

和

数

据

分

析

毕业要求 2：

学科知识

2
目标 2：掌握数据处理的多元统计分

析方法。

4.2 能够使用统计学的分析

方法，包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分析、线性回归

等方法对

行

业

和

产

业

数

据

进

行统计分

析

4.3 能够有效的进行信息挖

掘与数据

收

集

，

对公司经济活

动中进行

有

效

的

数

据

分

析

和

回归预测

毕业要求 4：

应用能力

3
目标 3：掌握判别分析、聚类分析、主

成分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

理。

7.3 能够在经济工作实践中

理解并遵

守

职

业

道

德

和

规

范，

履行职责

毕业要求 7.团
队合作

4
目标 4：能够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并借助于软件解决实际案例。

3.2 能够利用数据统计结论

帮助企业

制

定

未

来

发

展

的

中

长期决策

规

划

。

毕业要求 3.创
新能力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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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多元正态分布

教学重点：多元正态分布、

常用分布及抽样分布。

教学难点：统计距离、均值

向量和协方差阵的估计

主要教学内容：

1.多元分布的基本概念。

2.统计距离。

3.多元正态分布。

4.均值向量和协方差阵的估

计

5.常用分布及抽样分布

思政融合：通过讲述多元正

态分布的产生以及图形展

示，启发学生从单调枯燥的

环境中去发现统计之美

课堂讲授

（6 学时）

理解多元分布的基

本概念，掌握统计

距离与均值向量和

协方差阵，理解并

会应用常用分布及

抽样分布。

目标 1

2

均值向量和协方差阵的检验

教学重点：

均值向量的检验

教学难点：

协方差阵的检验

主要教学内容：

1.均值向量的检验

2.协方差阵的检验。

课堂讲授

（4 学时）

理解并掌握均值向

量的检验和协方差

阵的检验。

目标 4

3

聚类分析

教学重点：

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类和

类的特征

教学难点：系统聚类法，模

糊聚类分析

主要教学内容：

1.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

2.相似性度量。

3.类和类的特征。

4.系统聚类法。

5.K-均值聚类和有序样品的

聚类。

6.模糊聚类分析。

课堂讲授

（8 学时）

理解聚类分析的基

本思想，了解相似

性度量，掌握类的

概念和类的特征,
系统聚类法,K-均
值聚类和有序样品

的聚类，模糊聚类

分析。

目标 3

4

判别分析

教学重点：

判别分析的基本思想，距离

判别

教学难点：

课堂讲授

（8 学时）

理解判别分析的基

本思想，掌握距离

判别法，掌握检验

法和 F 检验法，掌

握贝叶斯判别，费

目标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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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贝叶斯判别，费歇判别，逐

步判别

主要教学内容：

1.判别分析的基本思想。

2.距离判别。

3.贝叶斯判别。

4.费歇判别。

5.逐步判别。

思政融合：由贝叶斯判别和

先验概率，阐述诚信的重要

性，培养学生养成诚实守信

的优秀道德品质

歇判别，逐步判别。

5

主成分分析

教学重点：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总

体主成分及其性质

教学难点：

样本主成分的导出

主要教学内容：

1.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

2.总体主成分及其性质。

3.样本主成分的导出。

4.有关问题的讨论。

思政融合：以主成分分析为

例，培养学生在处理实际问

题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课堂讲授

（6 学时）

理解主成分分析的

基本原理，掌握总

体主成分及其性

质，掌握样本主成

分的导出，能够用

主成分分析法解决

实际问题。

目标 4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40%
实验

20%
期末考核

40%

1 目标 1 10%
10%

20%

2 目标 2 10% 10%
10%

30%

3 目标 3 10% 10% 2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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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标 4 10% 10% 10% 30%

合计 40% 2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多元统计分析》（第 5 版），何晓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应用多元统计分析》，高惠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应用多元统计分析》(第 3 版)，朱建平，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编写人： 孔峰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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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作业 1 目标 1

掌握多元

正态分布

和相关的

抽样分布，

能够进行

相关的概

率计算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25%

作业 2 目标 2

掌握计算

均值向量

和协方差

阵的方法，

并能够进

行检验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25%

作业 3 目标 3

掌握判别分

析、聚类分

析、主成分

分析等多元

统计分析方

法的基本原

理。

3

掌握准确�È @� NÈ
E÷ 0; �¼

�¤

$5 � 

D�

!“

.ž

�Ã �–

�É $5 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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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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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准确，解 题

过

原

理

清晰

握

正 确、书

写 清晰，

正 确率 不低

于 7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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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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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目标 2

掌握计算

均值向量

和协方差

阵的方法，

并能够进

行上机检

验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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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间提交实

验报告

三、期末小论文评价标准

1、 论文具体要求:
论文自行选题，题目自拟。必须使用课堂讲授的多元统计方法。

论文选题目的要明确，要有意义。

目标：利用多元统计对实际问题进行求解，得到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实践训练。

针对某一实际问题，收集相关资料，根据相关多元统计分析知识，建立多元统计模型。对

模型进行求解，并完成模型的分析、检验、修正和参数估计等工作，对结果进行必要的解释

说明，进一步给出模型的评价及推广。

要求：

（1）、确定题目：确认多元统计分析能够处理的领域，思考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并在相

关的知识结构背景下，能够针对该问题进行较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并能搜集到所需的数据。

（2）、文献综述：通过文献检索，搜寻自行选题领域内已有的研究成果，阅读、思考，

分析和归纳总结包含在文献中的不同思路和不同方法，并确定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

（3）、建立统计模型：

① 在简化假设基础上，应用多元统计方法建立基本模型；

② 逐步对统计模型进行改进使之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可行；

③ 模型要实用，有效，有特色，以解决问题有效为原则；

④ 鼓励创新，但要切实际，不要离题。

（4）、收集数据：确定问题所需的数据，收集相关数据，必要时根据模型统计分析的要

求，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用表格形式给出相关数据，注明数据的来源。

（5）、结果表示及分析：对计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给出对实际问题的解释及问题解决

意见。

（6）、模型检验：对模型进行实际意义及应用检验。

（7）、误差分析及修正：根据检验结果，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必要的修正。并用规范格

式表达最终结果。

（8）、模型应用：对模型进行合理的解释，并根据需要进行恰当的结构分析。

2、 评分标准（满分 100 分）：

（1）、选题得分（15 分）：课程论文所研究的问题思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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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及评价得分（15 分）：能结合所建立的统计模型对所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合

理地解释（15 分）。

（7）、总体格式规范得分（10 分）：论文体例规范，内容完整（10 分）。

上
海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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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大数据技术》

英文名称：《Big data technology》

课程代码 043644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张 富

课程团队 经济统计学专业教师教学团队

授课学期 第 6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或有数据处理需求的专业）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运筹学》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大数据处

理及其应用能力，为相关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后续课程包括：《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毕业设计（论文）》等。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田忌赛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
里之外。让学生体会中国古代数学
家的智慧，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增强文化自信。

规划的基本概念 案例教学法

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作风，让学生
在学习生活中，要从源头上消除偏
差，防止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后果。

非线性规划初始值
的选择

案例教学法

搜集与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数据，结
合数据与经济社会相关政策，了解
时事政治，研究中国问题，认识国
情，激发爱国热情。

数据收集 案例教学法

泰坦尼克号死亡人数数据的统计
分析，通过泰坦尼克号这一案例的
数据分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统计分析 案例教学法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25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基于决策分析树立牢固的法制观
念；基于决策分析培养"对立与统
一"的哲学思想；基于决策分析将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基于决
策分析加深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感受。

决策分析 案例教学法

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

课程简述教学过

程与产教元素的

融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 /

二、课程简介

《大数据技术》是一门关注数据处理、存储和分析的前沿科技课程。随着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它在商业、科学、政府等各个领域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该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技术，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方面的内容。首先，课程将介绍大数据的基本概念
和特点，帮助学生理解大数据的来源和应用领域。接着，课程将深入探讨大数据的存储和管
理技术，包括分布式文件系统、数据库技术和云计算等。此外，课程还将重点讲解大数据分
析技术，如机器学习算法和图计算等。最后，课程将通过实践案例和项目练习，让学生在实
际中应用所学的大数据处理和分㤀 㤮。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处理和分㤀 规
模数据集的能力，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或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理解大数据的基

本概念和技术.学生将学习大

数据的定义、特征（如大容量、

高速度、多样性等）、以及相

关的技术和方法。这有助于学

生建立起对大数据的初步认识

和理解。

指标点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

机操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

机办公软件，并能够使用计

算机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掌握解决金融问

题所需的数学、计

算机等基础知识，

并能够将统计学、

及大数据知识应用

于解决金融统计实

务问题。

2

课程目标 2：掌握大数据处理

和分析的基本方法.学生将学

习如何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

据收集、存储、管理、分析和

可视化。

指标点 6.1 能够对公司金融

数据进行分析

6.能够对公司金融

数据进行分析和预

测，并为公司制定

中长期决策规划。

3 课程目标 3：应用大数据分析 指标点 7.1 了解本专业重要 7.能够查阅和使用

上
海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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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将通过项

目实践和案例分析，学会如何

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并能够为

未来的学术研究或职业生涯打

下坚实的基础。

资料来源和搜索方法，能够

利用网络等工具获取工程问

题信息

文献资料，具有良

好的交流沟通能

力。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

操作、分组讨论、

线上自学等）

ᢃ

�ƒ

�ï�ƒ�ï�ƒ

�ƒ�ƒ�ƒ

�ƒ

�ƒ �ƒ

�ƒ�ƒ�ƒ�ƒ�ƒ�ƒ�ƒ

�ƒ

�ƒ

�ƒ

�ƒ

�ƒ

�ƒ

�ƒ

�ƒ�ƒ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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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

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

操作、分组讨论、

线上自学等）

支撑课

程目标

（3）统计学初步（3 课时）

教学重点、难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

的基础知识。

思政融合点：

搜集与分析我国经济社会数据，结合数

据与经济社会相关政策，了解时事政治，

研究中国问题，认识国情，激发爱国热

情。

识及其在实

际问题中的

建模应用

4

主要教学内容：

（1）抽样与抽样分布（5 课时）

（2）区间估计、假设检验（5 课时）

（3）简单线性回归及应用（5 课时）教

学重





重

搀

恅 兆

兆

兆

恅

怩

 

 

 

怩

怀

掁

掁

捥

捥

捉

捉

挳

啳

㕳╳

䕳䕳

啐

㕐

═䕐䕐喂

㔼

┼

䖂䕚

唐

㔐

│

䔐

䔐

⓵

㗵

◵

䗵䗵

嶓

㏱

及伐伐僎

ノ



䃎䃎

开ぅ

兆

䁅䁅弩〩

 䀩

开

㎗

⎗

䎗

䎗厁㎁⎁

䎁䎁

卥

㍉告䍉

䍉

匳

㌐

向

䌐䌐

匊㌊

弬

〪



䀪

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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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40%
实验 中期考试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20% 30%

2 目标 2 20% 30% 50%

3 目标 3 10% 10% 20%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任课教师讲义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数据、模型与决策》 泰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管理决策理论、技术与方法》 张所地、吉迎东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3. 《应用统计学》 胡建颖、冯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4. 《大数据分析》 H.Davenport,，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编写人： 张富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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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作

业

1

1

理解大数

据的基本

概念和技

术.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解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0

.

2

作

业

2

2

掌握大数

据处理和

分析的基

本方法.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解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0

.

3

作

业

3

3

应用大数

据分析解

决实际问

题.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完整、思

路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

一般、解题过

程部分正确，

解题思路不是

很完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

熟练度不够、

解题过程不完

整、思路不准

确，书写潦草，

得分率低于

60%

0

.

5

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实验 4
实验 5
实验 6
实验 7
实验 8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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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四、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编程题。

（4）考试内容：主要考核学生关于 Python 语言设计的基本内容、常见函数、循环结构、

基本数据类型、控制结构、函数调用、组合数据类型、科学计算与绘图、网络爬虫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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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语言与数据挖掘》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Python 语言与数据挖掘

英文名称：Python language and data mining

课程代码 043645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郭鹏

课程团队 郭鹏、张富

授课学期 第四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32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大学阶段的基本知

识，掌握基本的数理逻辑。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大数据”专业能力模块的必修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
Python 开发的基础知识，本课程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理统计的
后续课程，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包括有大数据分析、统计建模、毕业设计
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具有分类思考的思维。
Python程序实例
解析：分支语句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

观。

基本数据类型：天
天向上的力量

案例教学

加强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
网络爬虫 requests

库的使用
案例教学

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课程

简述教学过程与

产教元素的融

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 / /

二、课程简介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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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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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学习 Python 这种简单的常用的数据统计分析处理编程语言。Python 是做数

据分析的开发语言首选，也是学习机器语言需要掌握的编程语言之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使

学生掌握 Python 基本的编程技能，培养学生运用 Python 语言集成不同开发环境，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的能力，让学生理解数据挖掘、算法、数据存储，从而使学生学会利用 Python

程序语言去进行统计建模，培养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的能力。并可为后续的统计建模、毕业设

计等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掌握 Python 语言

的基本语法及常见的程序格式

框架。

指标点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

机操作能力，熟练使用计算

机办公软件，并能够使用计

算机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掌握解决金融问

题所需的数学、计

算机等基础知识，

并能够将统计学、

及大数据知识应用

于解决金融统计实

务问题。

2

课程目标 2：掌握 Python 语言

的基本数据类型、程序控制结

构及各种常见库的调用。

指标点 6.1 能够对公司金融

数据进行分析

6.能够对公司金融

数据进行分析和预

测，并为公司制定

中长期决策规划。

3

课程目标 3：掌握 Python 语言

的科学计算、绘图及网络爬虫

的应用。

指标点 7.1 了解本专业重要

资料来源和搜索方法，能够

利用网络等工具获取工程问

题信息

7.能够查阅和使用

文献资料，具有良

好的交流沟通能

力。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自

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1

教学重点：Python 语言的基本编

写方法

教学难点：无

主要教学内容：程序设计基本方

法

1.1 计算机的概念

1.2 程序设计语言

了解 Python 语言的

特点及发展历史。

课堂讲授（2 课时）

实验（1 课时）

课程目标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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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自

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1.3 Python 语言概述

1.4 Python 语言开发环境配置

1.5 程序的基本编写方法

2

教学重点：

常见函数及语句的使用

教学难点：

程序的格式框架

主要教学内容：

2.1 实例程序 1：温度转换

2.2 Python 程序语法元素分析

2.3 实例程序 2：Python 蟒蛇绘

制

2.4 turtle 库语法元素分析

思政融合点：通过分支语句的介

绍，引导学生如何通过分类解决

实际问题，如通过评估 PM2.5，

判断空气质量好坏。

实验教学内容：常见函数使用及

turtle 绘图

了解常见函数的使

用，掌握 turtle 绘图

课堂讲授（1 课时）

实验（2 课时）

课程目标

1

3

教学重点：

程序控制结构、各种常见库的调

用

教学难点：函数代码复用、组合

数据类型

主要教学内容：

基本数据类型、程序控制结构、

函数代码复用、组合数据类型、

文件和格式化数据

思政融合点：通过天天向上案例

引导学生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实验教学内容：math 库、random

库、datetime 库

n

�

m
e

类 类

类2«类类 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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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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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使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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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自

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教学内容：pip 安装第三方

库

5

教学重点：

科学计算与绘图库的使用

教学难点：

无

主要教学内容：

9.1 问题概述

9.2 numpy 库的使用

9.3 图像的手绘

9.4 matplotlib 库的使用

9.5 实例：科学坐标系绘制

实验教学内容：numpy 库、

matplotlib 库的使用

掌握如何利用已有

库实现科学计算与

绘图。

课堂讲授（1 课时）

实验操作（2 课时）

课程目标

3

6

教学重点：

网络爬虫的使用

教学难点：

Requests 库、beautifulsoup4

库的使用

主要教学内容：

10.1 问题概述

10.2 request 库的使用

10.3 beautifulsoup4 库的使用

10.4 实例 中国大学排名爬虫

思政融合点：通过运用爬虫爬取

网络内容引起可能违法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更好的遵纪守

法。

实验教学内容：网络爬虫常见库

的调用

理解并掌握调用网

络爬虫常见库

课堂讲授（1 课时）

实验操作（5 课时）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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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实验 中期考试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5% 15%

2 目标 2 70% 70%

3 目标 3 15% 15%

й�9�U�9�U�9�U�9�U�9�U�9�U�9�U�9�U�9�U�9�U�9�ï

�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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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与类

与标

业作 作

评价

标准

考

作

1

考考

一作考

类作一示核

示标一

对

考核作 一考

作业
1 作业作业3作业标作、与作考核及评 价标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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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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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及

1

1

1及

1

及
及

1及

及及 及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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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及与

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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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数据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探索性数据分析

英文名称：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课程代码 043646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

授课学期 第六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矩阵的概念，求矩阵通解的基本方法，掌握
离散、连续随机变量的几种特殊分布，掌握数学期望、方差的概念和计
算方法，掌握统计学中的抽样方法，参数估计以及假设检验的方法，对
于给定的数据可以做出对应的方差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先修课程包括线
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专业能力课程平台模块的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能够掌握大数据分析的统计学基本原理、思想和方法。着重培养学生面
对实际数据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特别是能够使用某种
计算机语言分析数据和解释分析结果的能力。

擭出䈴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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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元素的融

合）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专业能力课程平台模块的选修课程，以培养应用能力突出、能适应工作变化和具有
创新素质的学生为目标，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大数据的抽样分析、数据的预处理、探索性数据
分析、数据的展示、时空数据分析等。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进行知识点讲解，
着重培养学生面对实际数据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特别是能够使用某种

计算机语言分析数据和解释分析结果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了解大数据现象；

通过举例了解大数据分析意

义；了解大数据探索分析的主

要过程、方法。

课程目标 2：理解概率抽样，

非概率抽样以及大数据抽样的

基本方法，理论，可以进行简

单的案例分析。

指标点 2-2: 能够使用数
学工具，结合统计学、计
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
金融理论和数据分析

5.1 理解和掌握统计思想

和理论并且与经济理论结

合

2.掌握解决金融问题
所需的数学、计算机
等基础知识，并能够
将统计学、及大数据
知识应用于解决金融
统计实务问题。

5.理解和掌握统计思

想和理论，能够在金

融管理活动中进行有

效的数据预测和回归

控制。

2

课程目标 3：理解数据清理的

意义，掌握数据清理的方法，

能够对数据进行变换，掌握变

量提取和变量子集选择的原

则，掌握数据预处理采用的方

法，可以对大数据实例中进行

数据预处理。

课程目标 4：掌握主成分分析

方法以及多维尺度分析，理解

投影寻踪方法的主要内容。会

对大数据实例进行主成分分析

以及多维尺度分析

指标点 3-2：能够使用统
计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假
设检验、置信区间、多元
统计分析、线性回归等方
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指标点 5-2：能够在金融
管理活动中进行有效的数
据预测和回归预测。

3.具备扎实的经济统
计学基础理论，能够
对宏观经济和行业景
气做出理性分析。

5.理解和掌握统计思

想和理论，能够在金

融管理活动中进行有

效的数据预测和回归

控制。

3

课程目标 5：了解统计制图的

基本概念，掌握单变量数据展

示的方法以及两变量数据展示

的方法，了解高维数据展示的

方法，了解统计图美化的技巧。

可以对大数据实例进行数据展

示。

4.2 能充分了解并识企业

的真实需求并能根据企业

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以满

足企业投资、决策需求。

4.3 能够提供对经济统计

数据分析方案，并提供持

续的决策。

4.熟悉金融市场运

作，掌握主流统计软

件工具的运行和技

术，能够针对企业（特

别是装备制造业企

业）金融数据分析方

案，并提供持续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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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策、咨询等管理服务。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1 大数据产生

的背景、产生的基础以及大数

据的定义、特点以及价值，大

数据的举例（网路交易、生物

信息、网路搜索等）；

思政融合点：在讲解大数据举

例时，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

引入中国大数据发展的历程

以及现状，培养具有正确价值

观，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提升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了解大数据现象；通过

举例了解大数据分析

意义；了解大数据探索

分析的主要过程、方

法。

课堂讲授（2 课时）
课程目标

1

2

主要教学内容：1 概率抽样（分

层随机抽样、不等概率抽样、

多阶段抽样、系统抽样）；2

非概率抽样（便利抽样、滚雪

球抽样、判断抽样），大数据

抽样；3 针对每种抽样进行案

例分析

教学重点、难点：概率抽样、

非概率抽样，大数据抽样的技

术

理解概率抽样，非概率

抽样以及大数据抽样

的基本方法，理论，可

以进行简单的案例分

析。

课堂讲授（4 课时）

实验（2 课时）
课程目标

2

3

主要教学内容：

1 噪声数据和异常值的检测与

处理，缺失数据的处理方法，

脏数据的清洗以及数据冗余

问题的处理；数据变换（连续

变量离散化方法）；变量的提

取（向前选择、向后删除以及

二者的结合），判定树归纳，

基于统计分析的归约；2 数据

预处理采用的方法，包括粗糙

集理论的约简方法，复共线性

理解数据清理的意义，

掌握数据清理的方法，

能够对数据进行变换，

掌握变量提取和变量

子集选择的原则，掌握

数据预处理采用的方

法，可以对大数据实例

中进行数据预处理。

课堂讲授（6 课时）

实验（4 课时）

课程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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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

自学等）

支撑课程

目标

方法，基于取样的数据预处

理，基于遗传算法以及神经网

络的数据预处理。

教学重点、难点：数据清洗过

程中缺失数据的处理以及冗

余问题的发现与处理；数据变

换过程中连续变量离散化方

法以及数据预处理过程中多

种方法的选择问题

思政融合点：在讲数据清洗处

理时，要求学生基于原始数据

进行处理，培养学生理解诚实

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

德和规范，并能在工程实践中

自觉遵守。

4

主要教学内容：

1 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确

定数据内在维数的若干方法；

2 多维尺度分析的原理，以及

其度量性与非度量性分析，投

影寻踪的基本原理。

教学重点、难点：主成分分析

方法的原理以及多维尺度分

析的原理。

思政融合点：通过对数据分析

方法，掌握相应的技术，也应

该看到数据背后反应的问题。

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事

物运行的规律，更有效的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

掌握主成分分析方法

以及多维尺度分析，理

解投影寻踪方法的主

要内容。会对大数据实

例进行主成分分析以

及多维尺度分析。

课堂讲授（4 课时）

实验操作（2 课时）

课程目标

4

5

主要教学内容：

1.统计制图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则、基本要素以及流程与设

计；2.单变量数据的展示；3.

两变量数据的展示；高维度数

据的展示；4 统计图的美化

教学重点、难点：单变量数据

的展示；两变量数据的展示

了解统计制图的基本

概念，掌握单变量数据

展示的方法以及两变

量数据展示的方法，了

解高维数据展示的方

法，了解统计图美化的

技巧。可以对大数据实

例进行数据展示。

实验操作（8 课时）

课程目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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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10%
实验

40%
研究报告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10% 10%

2 目标 2 10% 10% 20%

3 目标 3 10% 10% 20%

4 目标 4 10% 10% 20%

5 目标 5 10% 20% 30%

合计 10% 4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大数据探索性分析》（第 2 版），吴翌琳，房祥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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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jd.com/writer/%E5%90%B4%E7%BF%8C%E7%90%B3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88%BF%E7%A5%A5%E5%BF%A0_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E%C2%B5%CF%A1%A4L.%C2%ED%B6%A1%C4%DA%D7%C8&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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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作

业

1

课

程

目

标

1

掌握单片机的硬件结

构、工作原理和程序

开发方法。

知识及概念

掌握全面，运

用得当；解题

过程正确、完

整，逻辑性

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 90%，

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

念掌握较

全面，能够

运用；解题

过程

；

Aö

过
能

完

整 ， 答 案过

率

超

过

7 ，%。

知识 及

概

念

掌握 程

识

一

识

，
能

过

确

运 用

；

解

题过 程

能+X能能
，

答

案过

确
率

超

过6解 %。

握 掌握知

识及

概

念，

运

用

识原
理

及

方

法

；

解

题

过

程

能

完

整

，

答

案

过

确

率

确

6

解 %。

1率作业工

课

程

目

标

工

能够方率 理

握 理 机能；

、的能 工程目

题

的解解方案

较， 0 的

解解方案。

知识及概念

掌握全面，运

用得当；解题

过程正确、完

整，逻辑性

强，答案正确率超过 90%，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

念掌握较

全面，能够

运用；解题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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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课程目
标 4

掌握单
片机的
软硬件
开发环
境。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得
到正确的
跑马灯实
验效果。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得
到正确的
跑马灯实
验效果。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运行
程序得到正确
的跑马灯实验
效果。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8

实验 2

课程目
标 4

掌握
GPIO 中
断的工
作原理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接
受按键中
断并控制
LED 灯亮
暗。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接
受按键中
断并控制
LED 灯亮
暗。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运行
程序接受按键
中断并控制
LED 灯亮暗。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8

实验 3
课程目
标 4

掌握定
时器/计

1.能基于
keil 编写

1.能基于
keil 编写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1.无实
验结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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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器工
作原理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控
制蜂鸣器
发声。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控
制蜂鸣器
发声。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运行
程序控制蜂鸣
器发声。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实验 4

课程目
标 4

掌握
PWM 工
作原理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控
制 GPIO
口输出不
同占空比
的矩形
波。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控
制 GPIO
口输出不
同占空比
的矩形
波。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写

验

控

G

P I至

口输

出不同

占空比

的矩形

波。

2.实验报 告 书
内容
课的 ，

缺

少 的

实

验数 据，实

验
数据 实验
不 。

3.思考题回 答 回答。

1.写

验
实

验

。
2.实验

报

告书

内

容3

少

，
写 验数

。

3

.

思考题 回答

回

答

。oÄO�i‹%Ý

Zý

oÆ

口

报 形能基于

k容 能

运编

下

载至 单片 实验 箱，能写

写 片

报形能基于

k容运 编

下

载至单片实验箱，能写

写 片

报形能基于 kei占编

程 下

载至 片机

验箱 ，能写-Ž 实写AF 的

。

2形实验 告 书

报形

写

验

验

。2形实验

报内

容3

oÄ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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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通
信。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之间的通
信。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实验 6

课程目
标 3

掌握单
片机控
制显示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控
制数码管
显示。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控
制数码管
显示。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运行
程序控制数码
管显示。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8

实验 7

课程目
标 3

掌握单
片机
ADC 模
块的工
作原理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将
输入的模
拟信号以
数值的方
式显示在
数码管
上。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将
输入的模
拟信号以
数值的方
式显示在
数码管
上。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运行
程序将输入的
模拟信号以数
值的方式显示
在数码管上。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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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答或回答错
误。

实验 8

课程目
标 3

掌握单
片机控
制温湿
度传感
器工作
原理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将
温湿度显
示在数码
管上。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
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
机实验
箱，能运
行程序将
温湿度显
示在数码
管上。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基于 keil
编写程序并下
载至单片机实
验箱，能运行
程序将温湿度
显示在数码管
上。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8

三、研究报告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研究报告

课程目
标 2 能借助文

献研究对
电子信息
领域智能
控制相关
的复杂工
程问题已
有的解决
方案进行
分析比较，
寻求可替
代的解决
方案。

1.能用自
己的语言
对所研究
的器件进
行综合介
绍，并有
详细的对
比分析。
2.报告格
式规范，
符合撰写
格式要
求，报告
条理性及
文字叙述

1.能对所
研究的器
件进行综
合介绍，
并有对比
分析。
2.报告格
式较规
范，符合
撰写格式
要求，报
告条理性
及文字叙
述较好。

1.简单罗
列和拼凑
相关文献
内容，基
本没有对
比分析。
2.报告格
式一般，
偶有不规
范之处，
报告条理
性及文字
叙述一
般。

1.文不对
题。
2.报告书
写潦草，
内容不完
整或过
少，报告
条理性及
文字叙述
差。

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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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四、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4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和设计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单片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考虑

多种工程实践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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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数据可视化

英文名称：Data Visualization

课程代码 043647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仝兆佳

课程团队 郭鹏、仝兆佳

授课学期 第六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要求：在开始本门课程学习前，学生应熟悉计算机操作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重的基本概念，基本的运算方法。

先修课程：《微积分》、《大学信息技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将会使学生理解数据可视化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数据可视化所

涉及的技术基础，用可视化的方法来探索数据。通过项目设计与制作综

合培养学生的运用课程知识能力、系统分析与设计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后续可以独立完成数据可视化的工作。后续课程包括有实用统计语言、

Python 语言与数据挖掘、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通过可视化一些体现中国近年来飞速

发展的数据，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数据可视化简

介
案例教学

数据可视化涉及到的软件技术在不断

更新。提醒学生学无止境，不可固步自

封，要引导鼓励学生看到行业前沿技

术，激励学生有终身学习的觉悟，迎难

而上，善于创新，适应快速进步的工作

和学习节奏。

Tableau 数据可

视化
案例教学

通过对数据可视化的实践应用，掌握相

应

固
相

相

-(

相

�Ä

相应

应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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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规律，更有效的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产教融合设计（*
产教融合类课程

简述教学过程与

产教元素的融

合）

产教融合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直观了解数据可视化的意义；

用所学的数据可视化分析技术，进行上

机实验操作，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据可视化之美

及上机实验课

案例讲解

及上机指

导

二、课程简介

数据可视化是实现数据价值的重要工具，是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可视化将抽象的数字
转化为直观的图形，可以让读者快速理解数据所代表的情况或趋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将掌握数据可视化的历史，数据可视化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并实践比较常见的，主流的

可视化编程语言。本课程采用理论讲解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生可以通过所掌握的各种数据可视化方法的特点、应用条件及适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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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2

课程目标 2：掌握利用 Excel 实现数

据可视化的技术和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用 Tableau 实现数

据可视化的技术好方法。

指标点 3.1 能够对各

类企业的生产数据、金

融数据等进行探索性

分析

毕业要求 3：创新能
力

3

课程目标 4：挑选可视化案例进行

分析，完成一个大作业，进行小组

展示。

指标点 9.2 具有创新意

识的价值观，具有一定

的探索知识能力。

毕业要求 9. 学习发
展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自

学等）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1

数据可视化之美

教学重点：可视化目标或作用

在可视化历史中是如何发展

变化的，理解视觉感知的相对

性，数据预处理与数据分析，

介绍常见的数据可视化工具。

教学难点： 数据可视化工具

介绍。

主要教学内容：

1.数据可视化简介,主要包括

可视化的意义，可视化的目标

和作用，可视化简史及数据可

视化释义；2.视觉，主要包括

视觉感知、视觉认知、视觉通

道；3. 数据可视化工具

思政融合点：(数据可视化简

介)通过可视化一些体现中国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数据，增加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

课堂讲授（2 课时）

了解可视化数据的概

念和发展历史；了解数

据可视化的理论基础；

了解数据可视化的一

般流程，及设计原则。

课程目标

1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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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自

学等）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2

Excel 数据可视化

教学重点：

Excel 图表与函数；整理数据

源；数理统计中常见的统计

量；Excel 数据展现（图表）

教学难点：

数据源整理，Excel 数据展现

（图表）

主要教学内容：

1. Excel 概述，Excel 的函数与

图表；2. Excel 数据录入与整

理； 3. 数理统计中常见的统

计量； 4. Excel 数据可视化应

用：Excel 数据展现（图表）

课程思政融合点：Excel 是常

用的办公软件，但在常用的表

格功能之外，Excel 还有强大

的数据处理功能，这是很多同

学较少用到的。从中让学生意

识到，学无止境，每一个知识，

所蕴含的内容都是丰富的，要

用谦虚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

的学习。

课堂讲授（2 课时）

实验（2 课时）

使用 Excel 实现数据可

视化。

课程目标

2

3

数据可视化：理念与基础

教学重点：

Tableau 快速学习路线图；

数据基础概念：字段、图形与

拖拽逻辑；Tableau Desktop 的

设计逻辑；Tableau Desktop 初

级可视化，过程与方法；

教学难点：

Tableau Desktop 的设计逻辑；

Tableau Desktop 初级可视化，

过程与方法；

主要教学内容

1. Tableau 快速学习路线图；

2. 从 Excel 到 Tableau：不同的

视角与层次思维；

3. 数据基础概念：字段、图形

课堂讲授（2 学时）

实验（2 学时）

了解在大数据分析的

层次思维转变，核心的

字段知识和 Tableau
Desktop 的可视化过

程。

课程目标

2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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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课堂讲授、实验操

作、分组讨论、线上自

学等）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2. 数据合并与数据建模，包

括行级别合并：并集、连接与

Desktop 方法；视图级别合并：

数据混合与 Desktop 方法；使

用Prep Builder进行数据合并；

如何选择数据合并方式；数据

模型：数据关系；数据准备综

合应用; 为什么 Prep Builder
是数据整理的首选；如何优雅

的使用 Prep Builder。
思政融合点：

数据处理的业务逻辑过于复

杂，筛选和整理条件灵活多

变，因此必须借助流程的视角

纵览整个数据处理和准备过

程。引导在这个过程中有全局

视角，和探险精神，随时查看，

及时调整策略。

5

可视化分析与探索

教学内容：

1. Tableau 报表可视化的三步

骤；2. Tableau 复杂业务问题

中的关联分析；3. 如何选择

可视化图表框架；4. 高级可

视化功能；5. 可视化增强分

析技术；6. 格式设置

思政融合点：

课堂讲授 4 学时，

实验 2 学时
了解从层次分析到可

视化的步骤，能够根据

问题选择最佳图表，以

及可视化分析中的主

要增强分析技术。进一

步了解可视化分析的

方法原理，与实际的业

务过程相结合。

课程目标

2

6

小组作业展示

思政融合点：小组作业展示，

是对所学知识的实践应用，也

是对本门课程的深层思考。通

过对数据可视化的实践应用，

也应该看到数据背后反应的

问题。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找到事物运行的规律，在以后

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更有效

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小组展示 2 学时

挑选合适的工具和可

视化案例进行分析，完

成一个大作业，进行小

组展示。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上
海
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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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5%
实验

20%
研究报告

15%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5% 0 10% 15%

2 目标 2 5% 5% 15% 25%

3 目标 3 15% 15% 25% 50%

4 目标 4 0 5% 0 5%

合计 25% 25%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数据可视化分析：Tableau 原理与实践》，喜乐君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 年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大数据可视化》，周苏, 王文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年

2.《数据可视化导论》，朱晓峰，吴志祥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3. 《大数据可视化》，王文， 周苏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4.《数据可视化》，陈为等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
5. 《Tableau数据可视化从入门到精通》，王国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6. 《数据可视化原理与应用》，尚翔，杨尊琦著，科学出版社，2021 年

编写人： 仝兆佳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https://book.jd.com/writer/%E5%96%9C%E4%B9%90%E5%90%9B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王國平_1.html
http://smse.tjufe.edu.cn/info/1124/12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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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作

业

1

目

标

1

理解数据

可视化化

的意义和

基本概念，

了解常见

的数据可

视化方法

知识及概念掌握

全面，运用得当；

解题过程正确、

完整，逻辑性强，

答案正确率超过

90%，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掌

握程度一般，

不能正确运

用；解题过程

中存在错误，

答案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运

用基本原理及

方法；解题过程

错误且不完整，

答案正确率低

于 60%。

2

0

%

作

业

2

目

标

2

掌握 Excel
常见的数

据整理方

法，知道数

据统计中

常见的统

计量，掌握

Excel 实现

数据可视

化的方法。

知识及概念掌握

全面，运用得当；

解题过程正确、

完整，逻辑性强，

答案正确率超过

90%，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掌

握程度一般，

不能正确运

用；解题过程

中存在错误，

答案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运

用基本原理及

方法；解题过程

错误且不完整，

答案正确率低

于 60%。

2

0

%

作

业

3

目

标

3

掌握

Tableau 数

据可是的

理念与基

础，掌握

用；

Tableau
Desktop 实

现初级数

据可视化

的过程与

方法。

知识及概念掌握

全面，运用得当；

解题过程正确、

完整，逻辑性强，

答案正确率超过

90%，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掌

握程度一般，

不能正确运

用；解题过程

中存在错误，

答案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运

用基本原理及

方法；解题过程

错误且不完整，

答案正确率低

于 60%。

2

0

%

作

业

4

目

标

3

掌握用

Prep
Builder 进

行数据整

理与结构

调整的方

法，会对

数据进行

合并与建

模。

知识及概念掌握

全面，运用得当；

解题过程正确、

完整，逻辑性强，

答案正确率超过

90%，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掌

握程度一般，

不能正确运

用；解题过程

中存在错误，

答案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运

用基本原理及

方法；解题过程

错误且不完整，

答案正确率低

于 60%。

2

0

%

上
海
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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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

5

目

标

3

能够根据

问题选择

最佳图表，

掌握可视

化分析中

的主要增

强分析技

术。

知识及概念掌握

全面，运用得当；

解题过程正确、

完整，逻辑性强，

答案正确率超过

90%，书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掌

握程度一般，

不能正确运

用；解题过程

中存在错误，

答案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知识

及概念，不会运

用基本原理及

方法；解题过程

错误且不完整，

答案正确率低

于 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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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结
果
分
析
；
未
进
行
思
考
题
的
回
答
：
未
提
交
实
验
报
告

实
验
2

目
标
3

用

Tableau
Desktop
实现数

据的初

级可视

化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照

实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有

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数

据处理准确，结果分析

缜密；思考题回答准

确，有自的见解，表述

准确；按规定时间提交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比较整洁；能独

立按照试验步骤较好

地完成实验并记录实

验数据，数据处理比

较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答

恰当，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洁度一

般；需要协助完成实

验过程并且记录试

验数据；数据处理一

般，结果分析简单；

思考题回答一般，思

路混乱，未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验报告

未
进
行
实
验
预
习
，
不
允
许
进
行
实
验
；
未
完
成
实
验
；
未
进
行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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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处
理
以
及
结
果
分
析
；
未
进
行
思
考
题
的
回
答
：
未
提
交
实
验
报
告

实
验
3

目
标
3

Prep
Builder
进行数

据整理

与结构

调整，

上机操

作用

Deskto
p 实现

数数据

混合，

用 Prep
Builder
实现数

据合

并。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照

实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有

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数

据处理准确，结果分析

缜密；思考题回答准

确，有自的见解，表述

准确；按规定时间提交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比较整洁；能独

立按照试验步骤较好

地完成实验并记录实

验数据，数据处理比

较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答

恰当，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洁度一

般；需要协助完成实

验过程并且记录试

验数据；数据处理一

般，结果分析简单；

思考题回答一般，思

路混乱，未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验报告

未
进
行
实
验
预
习
，
不
允
许
进
行
实
验
；
未
完
成
实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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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
未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以
及
结
果
分
析
；
未
进
行
思
考
题
的
回
答
：
未
提
交
实
验
报
告

实
验
4

目
标
3

上机实

验可视

化分析

中的主

要增强

分析技

术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照

实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有

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数

据处理准确，结果分析

缜密；思考题回答准

确，有自的见解，表述

准确；按规定时间提交

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比较整洁；能独

立按照试验步骤较好

地完成实验并记录实

验数据，数据处理比

较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答

恰当，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洁度一

般；需要协助完成实

验过程并且记录试

验数据；数据处理一

般，结果分析简单；

思考题回答一般，思

路混乱，未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验报告

未
进
行
实
验
预
习
，
不
允
许
进
行
实
验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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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完
成
实
验
；
未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以
及
结
果
分
析
；
未
进
行
思
考
题
的
回
答
：
未
提
交
实
验
报
告

实
验
5

目
标
4

上机实

验展示

小组成

果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整洁；能独立按照

实验步骤较好地完成

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有

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数

据处理准确，结果分析

缜密；思考题回答准

确，有自的见解，表述

准确；按规定时间提交

实验报告；小组各个成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分

填写基本清楚、完整，

版面比较整洁；能独

立按照试验步骤较好

地完成实验并记录实

验数据，数据处理比

较准确，结果分析较

为恰当；思考题回答

恰当，表述准确；按

规定时间提交实验报

告；小组各个成员参

实验报告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本清楚、完

整，版面整洁度一

般；需要协助成实验

过程并且记录试验

数据；数据处理一

般，结果分析简单；

思考题回答一般，思

路混乱，未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验报告；部

分小组各个成员参

未
进
行
实
验
预
习
，
不
允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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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与度高 与度一般 与度一般 许
进
行
实
验
；
未
完
成
实
验
；
未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以
及
结
果
分
析
；
未
进
行
思
考
题
的
回
答
：
未
提
交
实
验
报
告

四、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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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5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和设计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数据可视化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问题分析能力

的考核。不仅包括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包括对学生解决经济类数据领域实际问题

能力的考核。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163

《统计推断》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统计推断

英文名称：Statistical Inference

课程代码 043648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孔峰

课程团队 郭鹏、刘卫艾、杨伟

授课学期 第 6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32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统计学基本原理，能够熟练地开展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回归分析等，掌握矩阵论的基本知识，掌握数理统计的

基本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多元统计推断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经济统计学专业“大数据”专业能力模块的选修课程，过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较系统全面地了解统计学推断在现实中的应

用，并掌握统计推断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从学习理论中看到统计推断方

法的实用价值，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掌握数据处理的统计推断方法，

为其就业与继续深造打下必要而有用的基础。

后续课程：探索性数据分析、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方法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回归系数的显著

性检验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实践中自觉遵

守。

方差分析表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统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实践中自觉履行。

统计规律 案例教学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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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统计学”专业能力模块的选修课程，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能够

掌握统计推断的基本方法，熟悉 SPSS、Matlab 等应用软件的基本功能，并能通过使用该软

件进行统计计算和数据分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掌握一种数学软件的使用和将所学

的统计推断方法在计算机上能够具体实现。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得到提升：

知识层面：（学生）掌握统计推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假设检验、方差分析、标准

差、 回归分析、随机方法等理论和方法。

能力层面：（学生）掌握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解决问题方面的技能，并能应用其解决实践

中遇到的统计问题，能撰写问题统计分析论文。

素质层面：（学生）能较深刻地理解统计推断的基本理论、思想和方法，为进一步自学

有关专业应用理论课程作好准备。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掌握统计推断在经济生活中

的应用方法。

4.2 能够使用统计学的分析

方法，包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推断、线性回归

等方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进

行统计推断

毕业要求 4.应
用能力

2
目标 2：掌握统计推断的一般过程和

求解方法。

4.2 能够使用统计学的分析

方法，包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推断、线性回归

等方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进

行统计推断

毕业要求 4.应
用能力

3
目标 3：掌握数值模拟方法，能够用

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和数值求解。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

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

件进行基本的操作。

毕业要求 2.学
科知识

4
目标 4：能够运用统计推断方法并借

助于软件解决实际案例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

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

件进行基本的操作。

毕业要求 2.学
科知识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线性回归

教学重点：最小二乘的求解

教学难点：回归系数的显著

性检验

实验操作

（8 学时）

利用 Matlab 编程，

学会使用 Matlab 进

行一元线性回归分

析，并做结果分析

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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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

学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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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责任，能够在实践中自觉履

行。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实验

60%
期末考核

40%

1 目标 1 15% 10% 25%

2 目标 2 15% 10% 25%

3 目标 3 15% 10% 25%

4 目标 4 15% 10% 25%

合计 6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王璐，《概率论与统计推断》，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 3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唐庆国，《函数型回归模型的统计推断及其应用》，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2. 贺光烨，《贝叶斯统计推断》，格致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编写人： 孔峰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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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目标 1

掌握统计

软件和数

学软件的

应用方法，

熟悉上机

操作，能够

完成基本

的命令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为恰当；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果

分析简

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

混乱，未

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

验报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

不允许进

行实验；

未完成实

验；未进

行数据处

理以及结

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

交实验报

告
25%

实验 2 目标 2

能够编程

实现
2 拟

合优度检

验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为恰当；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果

分析简

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

混乱，未

按规定时

未进行实

验预习，

不允许进

行实验；

未完成实

验；未进

行数据处

理以及结

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

交实验报

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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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间提交实

验报告

实验 3 目标 3

掌握随机

数的产生

方法并能

够上机进

行求解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为恰当；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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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

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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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解释（15 分）。

（7）、总体格式规范得分（10 分）：论文体例规范，内容完整（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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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建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统计建模

英文名称：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课程代码 043649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孔峰

课程团队 郭鹏、刘卫艾、杨伟

授课学期 第 6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验学时 32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统计学基本原理，能够熟练地开展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回归分析等，掌握矩阵论的基本知识，掌握数理统计的

基本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多元统计分析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经济统计学专业“大数据”专业能力模块的选修课程，过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较系统全面地了解统计学方法在现实中的应

用，并掌握统计建模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从学习理论中看到统计分析方

法的实用价值，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掌握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方法，

为其就业与继续深造打下必要而有用的基础。

后续课程：探索性数据分析、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方法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回归线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实践中自觉遵

守。

标准误差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统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实践中自觉履行。

正态理论 案例教学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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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统计建模》是经济统计学专业的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较系统全

面地了解统计学方法在现实中的应用，并掌握建立统计模型的基本方法，使学生从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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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观测研究和实验

教学重点：HIP 实验、关

于霍乱的研究。

教学难点：Yule 关于贫

困原因的研究

教学内容：

1.引言

2. HIP 实验

3.关于霍乱的研究

4. Yule 关于贫困原因的

研究

实验操作

（4 学时）

理解统计试验的方

法和目的，掌握HIP
实验、关于霍乱的

研究，理解 Yule 关

于贫困原因的研

究。

目标 1

2

回归线

教学重点：

回归线、胡克定律

教学难点：

比较简单回归和多元回

归

教学内容：

1.引言

2.回归线

3.胡克定律

4.复杂性

5.比较简单回归和多元回

归

思政融合：培养具有正确

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

大学生。

实验操作（4 学时）

理解并掌回归线、

胡克定律，能够比

较简单回归和多元

回归的异同。

目标 2

3

矩阵代数

教学重点：

随机向量，正态分布

教学难点：正定矩阵

教学内容：

1.引言

2.行列式及逆

3.随机向量

4.正定矩阵

5.正态分布

实验操作（4 学时）

会计算行列式及

逆，能够判断正定

矩阵，能够理解随

机向量和正态分

布。

目标 3

4
多元回归

教学重点：

标准误差

实验操作（4 学时）

理解标准误差，掌

握距离判别法，掌

握检如果假定不满

目标 2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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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教学难点：

多元回归中被解释的方

差

教学内容：

1.引言

2.标准误差

3.多元回归中被解释的方

差

4.如果假定不满足，OLS
将会如何

5.供讨论的问题

思政融合：培养学生理解

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实

践中自觉遵守。

足，OLS 将会如何，

掌握贝叶斯判别，

费歇判别，逐步判

别多元回归中被解

释的方差。

5

多元回归：特别主题

教学重点：

广义最小二乘，正态理论

教学难点：

数据窥视

教学内容：

1.引言

2.OLS 是 BLUE
3.广义最小二乘

4.GLS 的例子

5.如果假定不满足，GLS
将会如何

6.正态理论

7.F 检验

8.数据窥视

9.供讨论的问题

思政融合：培养学生理解

统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能够在实践

中自觉履行。

实验操作（6 学时）

理解 OLS 是

BLUE，掌握总体主

成分及其性质，掌

握 GLS 的例子，能

够用广义最小二乘

解决实际问题。

目标 3

6

路径模型

教学重点：

分层，路径图的响应方案

教学难点：

哑变量

实验操作（4 学时）

理解分层，掌握总

体主成分及其性

质，掌握用回归对

因果关系做推断，

理解哑变量。

目标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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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教学内容：

1.分层

2.再看胡克定律

3.麦卡锡时代的政治回归

4.用回归对因果关系做推

断

5.路径图的响应方案

6.哑变量

7.供讨论的问题

7

教学重点：

probit 模型，Logit 模型

教学难点：

probit 模型，Logit 模型

教学内容：

1.引言

2.probit 模型

3.Logit 模型

4.天主教学校的效应

5.供讨论的问题

实验操作（4 学时）
掌握 probit 模型和

Logit 模型。
目标 4

8

教学重点：

自助法

教学难点：

为能源需求模型做自助

法

教学内容：

1.引言

2.为能源需求模型做自助

法

实验操作（2 学时）
能够为能源需求模

型做自助法

ḷᒇḷḷḷḷ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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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 3 15% 10% 25%

4 目标 4 15% 10% 25%

合计 60% 4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 《统计模型 理论和实践》（第 2 版），吴喜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应用多元统计分析》，高惠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应用多元统计分析》(第 3 版)，朱建平，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编写人： 孔峰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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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目标 1

掌握统计

软件和数

学软件的

应用方法，

熟悉上机

操作，能够

完成基本

的命令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为恰当；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果

分析简

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

混乱，未

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

验报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

不允许进

行实验；

未完成实

验；未进

行数据处

理以及结

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

交实验报

告 25%

实验 2 目标 2

能够编程

实现最小

二乘意义

的线性回

归。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为恰当；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果

分析简

单；思考

题回答一

未进行实

验预习，

不允许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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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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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般，思路

混乱，未

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

验报告

实验 3 目标 3

掌握统计

路径模型

和 probit模
型并能够

上机进行

求解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为恰当；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果

分析简

单；思考

题回答一

般，思路

混乱，未

按规定时

间提交实

验报告

未进行实

验预习，

不允许进

行实验；

未完成实

验；未进

行数据处

理以及结

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

交实验报

告
25%

实验 4 目标 4

能够为能

源需求模

型做自助

法，并上机

求解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

能独立按

照实验步

骤较好地

完成实验

在实验过

程中有自

己的见解

和分析，

数据处理

准确，结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比较整

洁；能独

立按照试

验步骤较

好地完成

实验并记

录实验数

据，数据

处理比较

准确，结

果分析较

实验报告

中前四部

分填写基

本清楚、

完整，版

面整洁度

一般；需

要协助晚

成实验过

程并且记

录试验数

据；数据

处理一

般，结果

分析简

单；思考

未进行实

验预习，

不允许进

行实验；

未完成实

验；未进

行数据处

理以及结

果分析；

未进行思

考题的回

答：未提

交实验报

告

25%上
海
电
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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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缜

密；思考

题回答准

确，有自

的见解，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为恰当；

思考题回

答恰当，

表述准

确；按规

定时间提

交实验报

告

题回答一

般，思路

混乱，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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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扣 5 分。数据处理方法得当，思路清晰、应用准确（10 分）。

（5）、数值结果检验得分（15 分）：结果检验正确，修正有效（10 分），模型表达规范

（5 分）。

（6）、结论及评价得分（15 分）：能结合所建立的统计模型对所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合

理地解释（15 分）。

（7）、总体格式规范得分（10 分）：论文体例规范，内容完整（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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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 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

英文名称：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tatistics

课程代码 043650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戚建明

课程团队 郭鹏

授课学期 第 7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完成《高等数学》、《概率论》、《多元数据分析》等课程学习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培养学生运用统计学的数学知识去分析装备制造业产业各方面的数据

及其应用能力，为毕业论文、就业等提供支撑。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和通

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提高理

性思维的能力。

统计在工程中的应

用
案例教学法

通过让学生体会“矛盾”的两个对

立面以及辩证统一，引导学生形成

思维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

工程方法和统计思

想
案例教学法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

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收集工程数据、我

国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

案例教学法

二、课程简介

《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是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生课程，是选修课程。本课程从最基本

的概念出发，分析装备制造业的类型、内容、特征、国际比较等内容，并指出中国在装备制

造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用数据和统计学的方法去研究，从全球竞争的高度提出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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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模式，有利于学生对装备制造业形成一个整体认识，培养学生对这

一方面知识的理解，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装备制造企业统计学》的课程目标

序号 课程目标

1
分析装备制造业的类型、内容、特征、国际比较等内容，并指出中国在装备制造业

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用数据和统计学的方法去研究。

2
从数据的角度出发研究从全球竞争的高度提出了探讨了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模

式，有利于学生对装备制造业形成一个整体认识，培养学生对这一方面知识的理解，

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

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

课程

目标

1

主要教学内容：1. 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逻辑及主要框架。2. 装备制造业

的界定；装备制造业分类的意义；

装备制造业的分类依据。3. 装备制

造业的生产内容。4.装备制造业的

主要特征

教学重点、难点：

装备制造业的分类依据。装备制造

业的生产内容。

思政融合点 1：我国装备制造业发

展历史和现状、我国装备制造业国

际竞争力及国际分工、我国装备制

造业企业发展状况、我国高端装备

制造业发展状况

让学生体会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艰苦探索历程，提升对中华文化的

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

课堂讲授（14 学

时）

让学生了解中国

装备制造业所处

的地位与环境；了

解我国装备制造

业的区域分布与

结构；掌握中国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

模式；

1

2

主要教学内容：1.统计学在装备制

造业的应用。2. 装备制造业企业方

面生产、经营等数据的提取。3.统
计学以及抽样分布、参数点估计等

思想介绍。4.统计量以及总体的统

计推断。5.参数点估计、总体量推

断等介绍。6.多元函数的极值，多

元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条件极

值。

课堂讲授（10 学

时）

让学生理解工程

思想、统计思想的

方法去研究工程

上的理论和实际

问题

�×信

发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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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

课程

目标

教学重点、难点：统计学以及抽样

分布、参数点估计等思想介绍。统

计量以及总体的统计推断。参数点

估计、总体量推断等介绍。

思政融合点：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培养学生

形成严谨的作风，让学生在学习生

活中，要从源头上消除偏差，防止

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

3

主要教学内容：1. 回归模型在装备

制造业数据上的应用 2. 最小二乘

法等在这方面的应用。3. 我国装备

制造业未来发展状况以及统计学在

装备制造业未来发展展望。

教学重点、难点：回归模型在装备

制造业数据上的应用。最小二乘法

等在这方面的应用。

课堂讲授（8 学时）

理解回归模型在

装备制造业数据

上的应用。最小二

乘法等在这方面

的应用。

1，2

五、课程考核

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作业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40% 6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

目标所占比例
20% 25% 15% 20% 2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作业各学习目标

所占比例
20% 20% 20% 20% 20% 100%

作业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1、温丽琴、卢进勇、王勤菊，《电子商务与国际生产网络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经

济科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

2、《2015-2020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研普华集团出版，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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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崇岐 / 燕飞，《工业统计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年: 2013,12,1

编写人： 戚建明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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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5%BC%A0%E5%B4%87%E5%B2%90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E7%87%95%E9%A3%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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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包含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或证明题。

4.考试内容：须体现对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

考核，不仅包括对各单元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运用多种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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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统计专业英语

英文名称：Statistical English

课程代码 043651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郭鹏

课程团队 常仁英

授课学期 第 7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英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概率论、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先

修课程包含有高等数学、概率论、数理统计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统计学”专业能力模块的必修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统计英

语表达，能较好地阅读相关的统计专业的英语文献，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包

括有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在学习工作过程中要有实事求

是，不作假的作风。
统计学基础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充分

运用所学方法，不歪曲数据特征，不误

导读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单变量描述性统

计
案例教学

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强化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耐心细致的工作作

风。

条件概率 案例教学

二、课程简介

统计专业英语课程是在学生学习完高等数学、概率论、数理统计等课程之后，为进一步

加强学生阅读英语文献、掌握前沿知识而开设的一门课。统计学是一门关于大量数据如何进

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方法论科学，它是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经济管理类

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主要介绍如何运用统计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

进行描述、分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使学生在掌握认识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基础上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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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掌握认识客观世界的统计定量方法，并能熟练地将这些定量分析工具应用于社会经济现象

的分析，并能熟练阅读相关英文文献。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掌

握统计学基本

内容、常见数据

收集技巧等。

指标点 2.2 能够使用

数学工具，结合统计

学、计量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进行理论和数据

分析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

课程目标 2：掌

握单变量和双

变量描述性统

计分析。

指标点 4.2 能够使用

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包

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分析、线

性回归等方法对行业

和产业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毕业要求 4、【应用能力】

3

课程目标 3：掌

握概率论初步

和离散型概率

模型。

指标点 5.2 了解本专

业重要文献资料来源

和搜索方法，能够利用

网络等工具获取工程

问题信息

毕业要求 5、【信息技术】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教学重点：统计学数据搜集方法

教学难点：无

主要教学内容：统计学基本框架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统计学基本框

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时，通过案例

引导学生在学习工作过程中要有

实事求是，不作假的作风。

课堂讲授 4 学时

了解统计学的基本

分类与数据收集方

法。

课程目标 1

2

教学重点：

中心趋势描述

教学难点：

方差

主要教学内容：

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帕累托图、茎

叶图、直方图、中心趋势描述、离

散型描述、方差

思政融合点：在介绍中位数时，通

课堂讲授 6 学时

掌握单变量描述性

统计分析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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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过国民经济数据的案例，培养学生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充分运用

所学方法，不歪曲数据特征，不误

导读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3

教学重点：

线性相关

教学难点：回归方程计算

主要教学内容：

双变量描述性统计、线性相关、线

性回归

课堂讲授 4 学时

掌握双变量描述性

分析。
课程目标 2

4

教学重点：

贝叶斯概率、排列、组合

教学难点：

概率公理

主要教学内容：

概率初步、概率公理、排列组合、

贝叶斯公式等

思政融合点：通过贝叶斯公式的介

绍，引入案例，引导学生通过现象

看本质，从反方向思考问题。

课堂讲授 8 学时

理解古典概型的基

本知识点如样本、空

间、事件、条件概率

等。

课程目标 2

5

教学重点：

期望、方差、分布函数

教学难点：

常见离散分布

主要教学内容：

离散概型、分布函数、期望、方差、

二项分布、几何分布、泊松分布等。

课堂讲授 8 学时

掌握期望、方差的计

算，理解常见的离散

分布，掌握参数对应

的含义。

课程目标 2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中期考核

40%

期末考核

60%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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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 1 6% 9% 15%

2 目标 2 28% 42% 70%

3 目标 3 6% 9% 15%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统计学基础及 Excel 统计应用(英文)》，黎明，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12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 An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George G. Roussas，2014
2. A First Course in Probability， Sheldon Ross，Sheldon Ross，2018
3.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Devore.J.L.，2004

编写人： 郭鹏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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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方法》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社会统计与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Statistics and Social Survey Methods

课程代码 043652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孙丽瑛

课程团队 孙丽瑛、常仁英

授课学期 第七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类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先修要求：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方差、最小二乘估计、矩估计等
概念，会根据数学模型计算均值、方差和自协方差等。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和随机过程、抽样
技术与应用。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后续要求：本课程是“经济统计”专业能力模块的专业课程，本课程系统

地讲授社会指标；社会测量；抽样和抽样调查；访问法；问卷法；资料
整理；统计分析；调查报告。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使学生掌握基

本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了解几种常用的抽样方法和一些应用实例。提

高学生用统计方法获取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

调查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
后续课程：主要是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社会调查的基本

概念
案例教学

结合随机事件概念培养学生理解中国

社会发展并走向强大的必然性。
简单随机抽样 案例教学

展示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展示科学研究

成果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社会调查报告的

方案设计与实施

案例教学、

实验操作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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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经济统计”课程模块中的专业课程浀

浀�,程程业中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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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1

教学重点：掌握社会调查的一

般程序、选题的标准、调查方

案的设计

教学难点：如何在实际中选择

恰当的调查题目并设计调查

方案。

主要教学内容：

1、社会调查的含义与作用

2、社会调查的类型

3、社会调查发展简史

4、调查课题的意义

5、调查课题的选择标准的

义

、调查

方 案

设

计

的

意

义



义

会

、调查

方 案

的

计义

型

、

社会调查
的

一

般程序

中

序中案查：在类中社会调查序

中

案

在

的

会

：

般

会

题

会

调

序

计

调查

掌

中实

型

史

意

的

计

：



查

方

查

的

用

中

的

史史

：

调

调

查

类

：

选

调

社

标

：

史

题

：

调

会

会

与

社会 的

调

程

题

：

调

中

中中查

的

标

会

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恰



社会

调查

1

并

方

查

的

会

在实

查

中

恰

用

般

5

：

的

计义

程

般

选题、

设

计调查

方

意意意意意意意⦟

)Ÿ

)Ÿ

)Ÿ

)Ÿ

�Ö

史：中：



史：中：

方

查

选

史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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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中国社会发展并走向强大的

必然性。

3

教学重点：测量的层次、操作

化、量表、信度与效度

教学难点：测量的操作化、量

表、信度与效度

主要教学内容：

1、测量的概念和层次

2、测量的操作化。

3、指数和量表、测量的信度

与效度

课堂讲授（2 课时）
熟练掌握测量

的层次、操作

化、量表、信

度与效度，并

能在实践过程

中恰当的运用

这些方法进行

操作

课程目标 1

4

教学重点：

问卷结构、问题和答案的设计

技巧；问卷设计的原则与步骤

教学难点：

问题和答案的设计

主要教学内容：

1、问卷设计的具体步骤

2、 各种形式的问题及答案的

实际设计方法

3、表达问题的语言及提问方

式方面的几条常用规则

4、确定问题数量和问题顺序

的方法

5、问卷设计中有那些常见错

误

课堂讲授（2 课时）

能够避免在问

卷设计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

并能够进行问

卷的设计。

课程目标 2

5

教学重点：

几种资料收集方法各自的特

点，观察法和无结构访谈；调

查问卷的编码，资料的审核和

录入

教学难点：

调查问卷的编码

主要教学内容：

1、 调查资料收集方法的类型

2、 观察法、无结构访问法的

特点

3、 在调查资料收集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

4、调查问卷的编码

5、问卷资料的整理

6、定性和定量资料的整理

课堂讲授（4 课时）

掌握观察法和

无结构访问法

的各自特点；

学会进行调查

资料的编码、

录入

课程目标 2

6

教学重点：

调查报告的结构、撰写和统计

分析

教学难点：

课堂讲授（2 课时） 通过本章的学

习能够进行调

查报告的撰写

和调查数据的

课程目标 2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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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

成果
支撑课程目标

调查报告的撰写和统计分析

主要教学内容：

1、调查报告的撰写步骤

2、调查报告的结构

3、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

7

实验教学内容：

1、针对性地调查研究一些社

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2、设计抽样调查方案

3、抽样调查资料的收集与处

理

4、社会调查报告的写作

5、社会调查报告的统计分析

思政融合点：结合社会实践中

的具体问题，根据抽样调查方

案的各类统计用图表展示我

国宏观经济数据，展示科学研

究成果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展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

实验操作（16 课时）

通过对社会实

践中的具体问

题抽样调查方

案的设计，调

查的实施，调

查资料的整理

与最后抽样调

查报告的撰写

这一系列过

程，在实践中

培养学生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20%
实验报告

30%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10% 25% 35%

2 目标 2 10% 25% 35%

3 目标 3 30% 30%

合计 20% 3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

ϯ

�…

Ϯ�9
�…

�…

�…

作

⸐


�…

ZÔ

�…

-ÿ

dì

3Ì

��…

�9

�9

"v#�

Eí

�Ä

五、课程

考

考69

69

69696969696969�ÊB40A0A�Ê696969�Ê�Ê�Ê�Ê�Ê�Ê69B4B4B4B4B4B4B46969696969�Ê�Ê�Ê�Ê�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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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21 年 9 月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风笑天著，《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 6 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

年 1 月。

2、江立华、水延凯著，《社会调查教程》（第 7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3、袁方著，《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 月。

4、卢纹岱著，《SPSS 统计分析》，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年 4 月。

5、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编写人： 孙丽瑛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4.2.28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https://book.jd.com/writer/%E6%B1%9F%E7%AB%8B%E5%8D%8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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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示例

对

应

课

程

目

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

重100-90 89-75 74-60 59-0

作

业

1

课

程

目

标

1

在实践中运

用本章的内

容进行选题

和调查方案

的设计

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完整，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 90%，书

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知识及概念

掌

握程识运

本

，能

能正确
运

用；解

题过
程

中用在写

够

，答

案正确
率

超过写解%

。
计选

掌

握知识及概

念

，中及运用

基

本够识及方

念

；解题过程

写

够。中完整

，

答案正确率

确

确写解%。

知

5%

作

业知
课

程

目

标

1

够调掌握概

率和目概率

中率方念，

程够，书能在实

践过程中晰

当的运用方

程方念进行

中作

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

完

整

，

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90%，书

写清晰。

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

解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 75 %。

知

识及概念

掌

握程识运本

，能能正确运

用；解题过

程

中用在写

够

，答

案正确
率 超过写解%。计选
掌

握知识及概

念

，中及

运用
基

本够识
及方

念

；解题过程

写

够。中完整

，

答案正确率确 确写解%。
知

5

%

作
业书课

程

目

标

知能够够中在

目过目计中

够能基运的
目题，书能
够

程行目过的

目计。知识及概念掌

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

完

整

，

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90%，书

写清晰。知识及概念

掌握较全面，

能够运用； 解
题过程基本

正确、完整，

答案正确率

超过75%。知识及概念

掌

握程识运本 ，能能正确
运

用；解题过程中用在写

够

，答案正确率超过写解%。计选掌握知识及概

念

，中及运用基 本够识及方
念

；解题过程写够。中完整

，

答案正确率确确写解%。知

5

%

作

业 标课程

目

标

知

掌握概够念

掌运正的够

目念的的7

写方；

书

及
程

行的写书握目念念知识及概念掌握全面，运用得
当；解题过程正

确、

完

整

，

逻辑

性强，答案正确

率超过90%，书写清晰。知识及概念掌握较全面，能

够运用；

解

题

过程基本

正

确、

完整，

答案正确率超过75%。知识及概念掌握程识运本，能能正确

运用；
解

题过
程

中用在写够，答案正确率超过写解%。计选掌握知识及概念，中及运用基本够识及方念；解题过
程写

够
。中完整，答案正确率确确写解%。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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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

0

实
验
报
告

课
程
目
标
3

对社会实际问题给出抽样调查

的设计方案，通过调查资料的

整理与最后调查报告的撰写分

析等一系列过程，在实践中培

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社会调查

方案设计合

理，调查的

实施规范，

调查资料的

整理详实。
2.报告格式
规范，符合
撰写格式要
求，报告条
理性及文字
叙述好。

1.社会调查方

案设计较合

理，调查的实

施较规范，调

查资料的整理

较详实。
2.报告格式较
规范，符合撰
写格式要求，
报告条理性及
文字叙述较
好。

1.社会调查方

案设计不合

理，调查的实

施不规范，调

查资料的整理

不详实。
2.报告格式一
般，偶有不规
范之处，报告
条理性及文字
叙述一般。

1
.
文
不
对
题
。
2
.
报
告
书
写
潦
草
，
内
容
不
完
整
或
过
少
，
报
告
条
理
性
及
文
字
叙
述
差
。

1
0
0
%

三、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开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5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和分析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统计与调查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问题分析能力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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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包括考核综合分析能力。主要内容有社会

调查的一般程序；选题的标准；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方法的基本特点及实践中应注意的问

题；测量的操作化、量表、信度与效度；问卷设计的相关问题；调查资料收集与整理和调查

报告的统计分析。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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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空间数据分析

英文名称：Spatial Data Analysis

课程代码 043654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杨伟

课程团队 郭鹏

授课学期 第 7 学期 学分/学时 2/32

课内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验学时 16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 C 语言或 Matlab 编程设计，掌握离散数学

图论部分，能根据所给数据，建立基本的数学模型。先修课程包含有微

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离散数学、Matlab、数学建模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对后续其它课程的支撑：培养学生具备空间数据分析的统计知识及其应

用能力，提高学生专业水平。

后续课程包括：毕业设计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理解个人与国家

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大学生。

空间数据分析绪

论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保密意识、诚信守则的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工作实践中自觉

遵守。

空间数据分析理

论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对公众的安全、隐私和福

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能够在

工作实践中自觉履行。

人群活动分析及

轨迹挖掘
案例教学

二、课程简介

《空间数据分析》是一门关于空间数据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的专业课，包括空间数据

分析的理论、栅格分析与图像挖掘、矢量分析与空间社会网络、人群活动分析与轨迹挖掘、、分ᜓB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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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过程建模与工作流、智能空间分析与空间决策支持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逐步培养学

生具有数据处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程序编写的能力，特别是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培养学生掌握空间数

据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且能

够针对具体问题综合利用空间数

据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实际问

题

指标点 2-3:具备一定的法律知

识，熟悉合同法、证券法、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并能够在工

作中应用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

2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实现空间数

据分析算法的能力；

指标点 3-2:能够使用统计学的

分析方法，包括假设检验、置

信区间、多元统计分析、线性

回归等方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毕业要求 4：

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3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利用 GIS 软

件完成空间分析任务的能力

指标点 5-2:能够在金融管理活

动中进行有效的数据预测和回

归预测。

毕业要求 6：

分析预测，制

定规划

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教学重点：空间分析的概

念、空间分析与地理信息

系统的关系、空间分析应

用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

的关系

教学难点：无

主要教学内容：学习和了

解空

间数据分析的概念，空间

分析的研究进展。

思政融合点：了解国家的

辽阔，对作为中国人感到

自豪。

课堂讲授

（2 学时） 了解学习的目的，

学习和了解空间数

据分析研究的背景

知识；掌握空间分

析的概念、空间分

析与地理信息系统

的关系、空间分析

应用模型与地理信

息系统的关系；学

习和了解空间分析

的研究进展。

课程目标 1

2

教学重点：

地理学定律、空间关系理

论、空间认知理论、空间

推理理论、空间分析不确

定性理论

课堂讲授

（2 学时）

学习和了解空间数

据分析的基础理

论，包括：地理学

定律、空间关系理

论、空间认知理论、

课程目标 1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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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教学难点：

空间分析不确定性理论

主要教学内容：

1 地理学定律

2 空间关系理论

3 空间认知理论

4 空间推理理论

5 空间分析不确定性理

论

空间推理理论、空

间分析不确定性理

论等。

3

教学重点：

栅格数据分析和图像挖

掘方法

教学难点：栅格数据分

析、图像数据挖掘、夜光

遥感分析与挖掘

主要教学内容：

3.1 栅格数据分析

3.2 图像数据挖掘

3.3 夜光遥感分析与挖掘

实验教学内容：栅格数据

分析实验

课堂讲授（4 学时）

实验（4 学时）

学习和掌握栅格数

据分析和图像挖掘

方法，包括：栅格

数据分析、图像数

据挖掘、夜光遥感

分析与挖掘等。

课程目标 2

4

教学重点：

矢量数据操作分析方法、

网络分析、空间社会网络

教学难点：

矢量数据分析和空间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

主要教学内容：

4.1 矢量分析基本方法

4.2 网络分析

4.3 轨迹数据分析与挖掘

4.4 空间社会网络分析

实验教学内容：矢量数据

操作分析实验

课堂讲授（4 学时）

实验操作（4 学

时）

学习和掌握矢量数

据分析和空间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包

括：矢量数据操作

分析方法、网络分

析、空间社会网络

等。

课程目标 2

5

教学重点：

城市人群活动概述、时间

地理与时空 GIS、人群活

动群体特征分析、轨迹分

析与挖掘

教学难点：

人群活动分析及轨迹挖

掘方法

课堂讲授 2 学时

实验操作 4 学时

学习和掌握人群活

动分析及轨迹挖掘

方法，包括：城市

人群活动概述、时

间地理与时空GIS、

人群活动群体特征

分析、轨迹分析与

挖掘。

课程目标 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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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主要教学内容：

5.1 城市人群活动概述

5.2 时间地理与时空 GIS
5.3 活动轨迹隐私保护

5.4 群体特征分析

5.5 时空需求与优化服务

实验教学内容：轨迹分析

与挖掘实验

6

教学重点：

一般统计分析、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

教学难点：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

主要教学内容：

7.1 一般统计分析

7.2 探索性数据分析

7.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实验教学内容：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实验

课堂讲授（2 学时）

实验操作（4

学习和掌握探索性

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包括：一般统

计分析、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等。

课程目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10%
实验

40%
期末考核

50%

1 目标 1 5% 10% 15%

2 目标 2 5% 20% 20% 45%

3 目标 3 20% 20% 40%

合计 10% 4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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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空间数据分析(第三版)》,秦昆等.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3.9.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空间数据分析》,苏世亮等. 科学出版社, 2023.11.
《空间数据分析：模型、方法与技术（经济科学译丛）》,曼弗雷德·M.费希尔.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8.11.

编写人： 杨伟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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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作业 1 课程目标

1

培养学生

掌握空间

数据分析

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

并且能够

针对具体

问题综合

利用空间

数据分析

的理论和

方法分析

实际问题

知识及概

念掌握全

面，运用

得当；解

题过程正

确、完整，

逻辑性

强，答案

正确率超

过 90%，

书写清

晰。

知识及概

念掌握较

全面，能

够运用；

解题过程

基本正

确、完整，

答案正确

率超过

75%。

知识及概

念掌握程

度一般，

不能正确

运用；解

题过程中

存在错

误，答案

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

知识及概

念，不会

运用基本

原理及方

法；解题

过程错误

且不完

整，答案

正确率低

于 60%。

1/2

作业 2 课程目标
2

培养学生

实现空间

数据分析

算法的能

力；

知识及概

念掌握全

面，运用

得当；解

题过程正

确、完整，

逻辑性

强，答案

正确率超

过 90%，

书写清

晰。

知识及概

念掌握较

全面，能

够运用；

解题过程

基本正

确、完整，

答案正确

率超过

75%。

知识及概

念掌握程

度一般，

不能正确

运用；解

题过程中

存在错

误，答案

正确率超

过 60%。

没有掌握

知识及概

念，不会

运用基本

原理及方

法；解题

过程错误

且不完

整，答案

正确率低

于 60%。

1/2

二、实验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基本要

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实验 1 课程目

标 2

掌握栅

格数据

分析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序,
得到栅格

数据分析

实验效

果。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序,
得到栅格

数据分析

实验效

果。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1.能编写程序，

能运行程序得

到正确的栅格

数据分析实验

效果。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1/4上
海
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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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实验 2 课程目

标 2

掌握矢

量数据

操作分

析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序

对矢量数

据操作分

析，得到

正确结

果。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序

对矢量数

据操作分

析，得到

正确结

果。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编写程序，

能运行程序对

矢量数据操作

分析，得到正

确结果。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4

实验 3 课程目

标 3

掌握轨

迹分析

与挖掘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

序，进行

轨迹分析

与挖掘。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

序，进行

轨迹分析

与挖掘。

2.实验报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1.能编写程序，

能运行程序，

进行轨迹分析

与挖掘。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1/4

实验 4 课程目

标 3

掌握探

索性空

间数据

分析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

序，进行

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

析。

2.实验报

1.能编写

程序，能

运行程

序，进行

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

析。

2.实验报

1.能编写程序，

能运行程序，

进行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

2.实验报告书

内容有自相矛

盾的地方，缺

少关键性的实

1.无实

验结果

或实验

结果错

误。

2.实验

报告书

内容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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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内容

完整，实

验数据记

录全面、

准确 。

3.思考题

回答正

确。

告书内容

不够完

整，缺少

部分实验

数据。

3.思考题

回答不准

确。

验数据，实验

数据与实验结

果不匹配。

3.思考题未回

答或回答错

误。

少，无

实验数

据。

3.思考

题未回

答或回

答错

误。

三、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5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和设计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单片机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考虑

多种工程实践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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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数理统计

英文名称：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代码 043656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孔峰

课程团队 孙丽瑛、常仁英、郭鹏

授课学期 第 3 学期 学分/学时 3/48

课内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0 其他 0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微积分基本原理，能够熟练地计算积分和多

重积分，掌握离散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掌握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掌握矩阵论的基本知识，能够求解简单的线性方程组。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本课程是“专业大类课程模块”的必修课程，以概率论作为理论基础，

研究如何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推断。通过对学生进行统计方法的培养与

训练，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

训练，初步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培养联系实际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能

力，为今后从事研究、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后续课程：多元统计分析，非参数统计、时间序列分析、统计建模、统

计推断、毕业设计等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介绍国内数理统计学者，树立文化自

信，培养科学精神

大数定律与中心

极限定理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统

计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统计实践中

自觉遵守。

正态总体均值与

方差的区间估计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理解统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统计实践中自觉履行。

单因素试验的方

差分析
案例教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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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简介

《数理统计》是经济统计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关于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推

断的学科，包括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而使学生初

步掌握处理数据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学生成为新一代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从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得到提升：

知识层面：（学生）理解数理统计基本概念；掌握参数估计中常用的估计方法，掌握假

设检验的相关理论；理解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中的思想。

能力层面：（学生）能够利用统计推断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能够对均值、方差进行估

计和检验，能够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方差分析，能够对实际问题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预测。

素质层面：（学生）能较深刻地理解数理统计的基本理论、思想和方法，为进一步自学

有关专业应用理论课程作好准备。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目标 1：掌握矩估计和最大似然估计

法，掌握区间估计的概念和性质，

会求置信区间。

2.1 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

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办公软

件进行基本的操作

2.2 能够使用数学工具，结合

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进行理论和数据分析

毕业要求 2：

学科知识

2
目标 2：掌握假设检验的相关概念，

掌握拟合检验法和 p 值法。

4.2 能够使用统计学的分析

方法，包括假设检验、置信区

间、多元统计分析、线性回归

等方法对行业和产业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4.3 能够有效的进行信息挖

掘与数据收集，对公司经济活

动中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和

回归预测

毕业要求 4：

应用能力

3
目标 3：掌握单因素实验和双因素实验

的方差分析法，会求线性回归方程。

8.2 能够阅读并理解相关的

国外各类英文文献、资料。

毕业要求 8：

国际视野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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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及进度安排

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1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教学重点：大数定律、中

心极限定理。

教学难点：中心极限定理

教学内容：大数定律和中

心极限定理。

思政融合：介绍国内数理

统计学者，树立文化自信，

培养科学精神

课堂讲授（4 学时）

理解切比雪夫不等

式和大数定理,
理解并会应用中心

极限定理。

目标 1

2

抽样分布

教学重点：

2 分布，t分布，F分布

教学难点：

t 分布，F分布

教学内容：

1.随机样本。

2.直方图和箱线图。

3.抽样分布。

课堂讲授（6 学时）

理解随机样本的概

念,
会作直方图和箱线

图,
,掌握常用统计量的

分布，会利用分布函

数计算相关概率。

目标 1

3

参数估计

教学重点：

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区

间估计

教学难点：正态总体方差

的区间估计

教学内容：

1.点估计。

2.估计量的评选标准。

3.区间估计。

4.正态总体均值与方差的

区间估计。

5.( 0-1）分布参数的区间

估计。

6.单侧置信区间。

思政融合：培养学生理解

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统

计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

在统计实践中自觉遵守。

课堂讲授（8 学时）

理解点估计的相关

概念，了解两种常用

的构造估计量的方

法：矩估计法和最大

似然估计法，掌握置

信区间的概念和性

质，会求置信区间，

掌握 正态总体均值

与方差的区间估计

和（0-1）分布参数

的区间估计，掌握单

侧置信区间的相关

概念。

目标 3

4
假设检验

教学重点：

课堂讲授（10 学

时）

理解显著性检验的

相关概念，掌握 t 检

验法，并能判断是否

课程目标 2

上
海
电
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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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t 检验法，
2 检验法

教学难点：

2 检验法，F 检验法

教学内容：

1.正态总体均值的假设检

验；

2.正态总体方差的假设检

验；

3.假设检验问题的 p 值法。

有显著的差异，掌握

检验法和 F 检验法，

掌握 p 值检验法。

5

方差分析

教学重点：

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一元线性回归

教学难点：

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

教学内容：

1.单因素试验的方差分

析；

2.双因素试验的方差分

析；

3.一元线性回归；

4.多元线性回归

思政融合：培养学生理解

统计学对公众的安全、健

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能够在统计

实践中自觉履行。

课堂讲授（8 学时）

理解单因素实验、多

因素实验的概念与

性质，掌握双因素实

验的方差分析，掌握

一元线性回归及相

关参数的估计与计

算，掌握多元线性回

归及相关参数的估

计与计算。

目标 3

6

回归分析

教学重点：

Bootstrap 样本

教学难点：

Bootstrap 置信区间

教学内容：

1.非参数的 bootstrap方法；

2.参数的 bootstrap方法。

课堂讲授（4 学时）

掌握估计量的标准

误差、均方误差及偏

差的 bootstrap估计，

会求 bootstrap 置信

区间，掌握参数

bootstrap 方法。

目标 1

7

教学重点：

假设检验，一元线性回归

教学难点：

方差分析，一元线性回归

课堂讲授（8 学时）

掌握 Excel 软件的

基本操作，利用

Excel 软件作箱型线

和假设检验，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上
海
电
机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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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

目标

教学内容：

1.箱线图；

2.Excel 中的统计分析方

法。

利用 Excel 软件作

方差分析和一元线

性回归，

掌利用 Excel 软件

求解 bootstrap问题。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作业

40%
期末考核

60%

1 目标 1 10% 10% 20%

2 目标 2 15% 20% 35%

3 目标 3 15% 30% 45%

合计 40% 6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

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五版）盛骤、谢式千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朱泰英、周钢等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刘琼荪、钟波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写人： 孔峰 审核人： 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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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程

目标
基本要求

评价标准
权重

100-90 89-75 74-60 59-0

作业 1 目标 1

掌握点估

计和区间

估计的概

念和性质，

会求置信

区间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1/3

作业 2 目标 2

掌握假设

检验的相

关概念，能

用拟合检

验法和 p 值

法解决问

题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1/3

作业 3 目标 3

掌握单因

素实验和

双因素实

验的方差

分析法，会

求线性回

归方程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完

整、思路

正确、书

写清晰，

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

掌握准

确，解题

过程思路

基本正

确，书写

清晰，正

确率不低

于 75%

基本理论

掌握一

般、解题

过程部分

正确，解

题思路不

是很完

整，正确

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

掌握熟练

度不够、

解题过程

不完整、

思路不准

确，书写

潦草，得

分率低于
60%

1/3

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可以包含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填空题、简答题、计算题。

4、考试内容：对学生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和问题分析能力的考核，不仅包括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考虑

多种统计的方案，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复杂统计问题能力的考核。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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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初步了解企业

生产运营和组织管理，了解

企业文化以及品牌文化、企

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对社会

的贡献。

指标点 2.2 具备一定的法律

知识，熟悉合同法、证券法、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并能够

在工作中应用

毕业要求 2：学科知识

2

课程目标 2：了解本专业毕

业后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

所需知识技能；了解企业对

统计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要求；增加对本专业的感性

认识

指标点 5.1 能够有效运用

Python、R 语言等常见的统

计编程工具对各类数据进行

建模，

毕业要求 5：信息技术

3

课程目标 3：了解本专业的

发展趋势，本专业知识的基

本应用，搜集第一手材料为

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指标点 6.2 能够进行公文写

作，具有撰写实验报告、设

计报告、总结报告能力。

毕业要求 6：沟通表达

四、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及进度安排

序

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

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果
支撑课程目

标

1

主要教学内容：撰写实习日记。

思政融合点 1：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增强学生辨证唯物主义观

点和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

法。

正确认识毕业实习课程的

重要性
1

2
主要教学内容：撰写实习报告

思政融合点 2：培养学生体会理

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方法。

通过实习深刻认识本专业

的知识在企业的应用，了

解企业对经济统计人才的

基本需求，总结实习经验。

2

3
主要教学内容：为毕业论文搜集

相关的资料及数据

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搜

集相关的资料及数据，为

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做准

备。

3

五、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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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成绩比例构成

选项 期末考核 合计

比例 100% 100%

各项与学习目标对应比例（约）

学习目标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合计

期末考核各学习

目标所占比例
40% 40% 2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

作业各学习目标

所占比例

作业形式
闭卷笔试开卷笔答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请注明）。（课堂讨论）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一)课程教材

无

(二)参考教材及网站

相关数据资料的网站如：国家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s.gov.cn/

编写人： 郭鹏 审核人：郭鹏 审批人： 王玉芳 审批日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上
海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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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大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100-90 89-75 74-60 59-0

大作业 1

毕业实习自

己、报告撰写

格式准确、内

容丰富。

毕业实习自

己、报告撰写

格式准确、内

容合理，存在

个别错误。

毕业实习自

己、报告撰写

有个别明显错

误。

毕业实习自己、

报告撰写格式不

准确、或者没完

成。

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提交报告，占本课程考核成绩的 100%，考试成绩 100 分， 。

2.评定依据：报告的深刻程度和毕业论文的表现。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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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名称:毕业设计（论文）

英文名称：Graduation Design(Thesis)

课程代码 043655A1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学院 商学院 课程负责人 戚建明

课程团队 孙丽瑛、张富、常仁英、孔峰、刘卫艾、陈影影、仝兆佳、杨伟、郭鹏

授课学期 第 8 学期 学分/学时 10/150

课内学时 0
理论学时 100 实验学时 0 实训（含上机） 0

实习 50 其他 论文撰写

面向专业 经济统计学

授课语言 中文

授课模式

线下课程 □全英语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课程

（网站： ）

□在线开放课程

（课程网站： ）

对先修的要求及

先修课程

要求本专业学生学习完经济统计类专业的基本课程，先修课程包括：概

率论、数理统计、国民经济统计学、随机过程等。

对后续的支撑及

后续课程
毕业设计 为本科阶段最后一门课，无后续课程

课程思政设计

课程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和通

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方法，提高理

性思维的能力。

在毕业论文写作指

导思想方面
案例教学法

通过让学生体会“矛盾”的两个对

立面以及辩证统一，引导学生形成

思维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毕业论文写作指

内容数据等方面
案例教学法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

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收集相关数据、我

国经济金融和统计

数据的发展

案例教学法

二、课程简介

《毕业设计（论文）》是经济统计学专业本科生课程，是必修课程。本课程在于培养学

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从总体上考查

学生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通过这一环节，应使学生受到有关科学研究选题，查阅、评述

上
海
电
机
学
院
商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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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制订研究方案，设计进行科学实验或社会调查，处理数据或整理调查结果，对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论证并得出结论，撰写论文等多项初步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

关的基本训练。

三、课程目标及对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的支撑

专业类课程的课程目标及支撑专业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

序号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课程目标 1：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的

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综合分析和

解决经济统计学领域实际问题的

能力。掌握围绕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数据、

案例及参考资料，针对课题进行研

究方案设计和分析的能力。

指标点 2-2: 能够使用数学工

具，结合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的基本理论进行理论和数据分

析

毕业

毕

毕

论毕论域业᥏ऀ 课 程 目 标 ：˅掌 握毕 业设计
（ 论 文） 案 关 文 关 的析 料 毕 和 （考 。对程

学 够 实 例 够，毕 考 。够

的

学

计

： ， 毕 用 实 的 工 综 综 设 。 指 标点 ⛩

䇑

ᐕ

能够进行和文料综， 具 有 析 料 实 和 工 论、设计工论、 力 结 工 论 能 力 。毕 业 毕

点

论毕经

业 ，

计能
经


¼�»

4ÿ4ÿ
¼"�J¸�ÀAÑ
¼4ÿ

˅

和 经 和 毕䇮䇮 㓿∅
析

઼઼ 毕 和 学 业 毕 学 ∅具 䇮䇑䇮㜭 䇮毕

䈮

， 分能
和

力
计学程

设，

经文掌计有点̍指综合程设力计学。学够 ： ，。：关 论 文，目业 力 计学 ，能学： 关， 目 析点

ъ的

： 够和
。学

设
析

的
目的。

ᐕ
䇑

的料 ：：设毕 课 ，，综 ： 有关 的料， 学 综，例 、， 、，计
和

学 学析
目的

料 。 综毕业
设计

。 业文 毕的，目课 毕业实析 计业，：，的经 经业 计 业掌够学 够 工和，业 。 学料 计，有针 料文 析 ：：经
计

， 掌够
的

关 的
料

的 分的料
，

： ：，
关文料力学够，计够 料力有 和 业文析计 程 掌，的学 关毕 ，析有分 文学 设 的学程
。

课课指掌䪸针料学够：关有关计学。学有，，工学、。析文设 有的工：文
䇮
析，毕业析料业析料。， 料掌课， 有 、，分的 。 ：课 ，析料析 ，毕 业 、程掌文 设 掌析和析 业 。学

，的程 掌析 课课指掌࠶针料学够有针料文析：：，关析目、，程业关的料，上海电机学院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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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教学环节

授课方

式及学

时

学生学习预期成

果

支撑

课程

目标

题答辩，并根据答辩建议完善研究方案。

教学重点、难点：撰写开题报告及答辩。

思政融合点：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培养学生形成严谨

的作风，让学生在学习毕业论文写作中，要

从源头从严要求，防止造成失之毫厘，谬以

千里的后果。

针对课题进行研

究方案设计和分

析的能力。

3

主要教学内容：论文撰写，根据研究方案对

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演绎，分析现

状，剖析问题及原因，提出对策建议。毕业

设计（论文）答辩，对毕业设计（论文）及

其装袋附属材料进行查重；打印、装订格式

应符合学校的统一要求。准备 PPT进行答辩。

教学重点、难点：毕业论文撰写。

课后指

导 7 周

完成毕业论文的

撰写。
1，2

五、课程考核

序号 课程目标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比例（%）评阅教师评

分

20%

指导教师评

分

30%

毕业论文答

辩

50%

1 目标 1 5% 7% 12% 24%

2 目标 2 5% 7% 12% 24%

3 目标 3 5% 8% 13% 26%

4 目标 4 5% 8% 13% 26%

合计 20% 30% 50% 100%

期末考核形式
□闭卷笔试 开卷笔试 小论文 报告 作品 上机

技能操作 其他（论文）。

六、教材及参考资料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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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各类考核与评价标准表

一、作业考核及评价标准
对应课

程目标

评价标准

优（90-100） 良（75-89） 合格（60-74） 不合格（0-59）

作业 1 1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2 2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3 3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4 4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作业 5 5

基本理论掌握

准确，解题过

程完整、思路

正确、书写清

晰，正确率不

低于 90%

基本理论掌

握准确，解题

过程思路基

本正确，书写

清晰，正确率

不低于 75%

基本理论掌握一

般、解题过程部

分正确，解题思

路不是很完整，

正确率不低于
60%

基本理论掌握熟

练度不够、解题

过程不完整、思

路不准确，书写

潦草，得分率低

于 60%

二、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1.考试方式及占比：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成绩 100 分，占课程考核成绩的 60%。

2.评定依据：考试成绩的评定根据试卷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

3.考试题型：包含单项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或证明题。

4.考试内容：须体现对综合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

考核，不仅包括对各单元知识点的独立考核，还需要包括综合运用多种实现技术分析和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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