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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实训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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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执 笔 人 ： 周 建 荣

审 核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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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适用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开课单位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课程类型 专业教育类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是否为双语 否

学分数 16 学分

学时数 总学时 256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数理方程，数学建模

二、课程简述

数学分析实训的开设为了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学好数学分析这一门最重要的基础课。

主要内容有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级数等

的经典习题讲解。同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掌握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本课程不仅对许多后续课程的学习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学生基

本功的训练与良好素质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学生的抽象的思维、严谨的推

理和一丝不苟的作风的形成和提高是其它课程难以替代的。另外它对提高学生的哲学素养也

是极其有用的。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所支撑(达成)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毕业要求 2：具有扎实的数学学科知识，掌握数学

应用的基本方法，具有良好的数学思维，受到现

代数学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具有独

立组织数学教学、班级管理和科学研究的工作能

力。

指标 2-1：具有扎实的数学学

科知识，掌握数学应用的基本

方法。

指标 2-2：具有良好的数学思

维，受到现代数学教育基本理

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四、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目标

考核学生对本课程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掌握

情况；综合运用数学分析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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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方式

闭卷考试

（三）成绩评定

学生期末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30%，期末成绩占70%，

满分为100 分。学生的平时成绩主要由出勤、作业、平时提问等方面构成。

五、课程内容、重点和难点及教学方法与手段

项目一：实数集与函数经典习题讲解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实数集及其性质，熟练掌握绝对值与不等式的性质，会解绝对值不等式；

2．理解区间、邻域的概念，掌握有界集、确界的概念，了解确界原理；

3．深刻理解函数的概念，熟练掌握函数的表示法，重点掌握函数的解析表示法，函数

的四则运算，特别是复合函数的运算，理解反函数、初等函数及分段函数的概念；

4.掌握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函数，如有界函数、单调函数、奇函数与偶函数、周期函数

等。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函数概念、反三角函数；

难点：反三角函数、确界原理。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通过函数定义的起源和发展，了解其发展历程，体会国内外数学家追求

科学道路的艰辛，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思维严谨、

工作求实的作风。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数列极限经典习题讲解

一、目的和要求：

1．深刻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熟练掌握数列极限的ε—N语言，并能运用ε—N语言处

理数列极限问题；

2．掌握收敛数列的各种常见性质，会用收敛数列的性质求极限或证明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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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运用数列极限存在的条件判别数列的收敛性；

4．掌握通过数学归纳法求行列式的方法；

3．掌握通过其他技巧求行列式的方法；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数列极限的概念及性质；

难点：ε—N 方法的运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结合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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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古代极限思想的佳作。培养学生人文素

养和辩证思维的同时，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函数极限经典习题讲解

一、目的和要求：

1．深刻理解函数极限的概念，能够熟练地应用“ε—M”，“ε—δ”方法处理函数极限问题；

2．掌握函数极限的各种常见性质，会用函数极限的性质求极限或证明有关问题；

3．能运用函数极限存在的条件判别函数极限的存在性与不存在性；

4.熟练掌握两个重要极限及其应用；

5.理解无穷大量、无穷小量的概念，掌握阶的比较，会求曲线的渐近线。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函数极限的概念及性质，两个重要极限；

难点：  语言的运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通过极限的起源和发展，了解数学极限的发展历程，体会国内外数学家

追求科学道路的艰辛，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思维严

谨、工作求实的作风。培养学生坚韧的意志，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培养创新精神，培养学生

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数学精神。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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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各种函数的连续性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的概念，会判断间断点并进行分类；

2．熟练掌握连续函数的局部性质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基本性质，了解反函数的连续性、

一致连续性的概念；

3．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函数连续的概念；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及应用；

难点：函数的一致连续性。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通过引入电流与断电的案例，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断电，影响

生活。使学生认识到任何事物发展都要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事与愿违。

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加深对生活中一些事物规律的理解。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五：各种导数与微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导数的概念和产生背景，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了解导数的物理意义；

2．熟练地运用求导法则、求导公式求函数的导数，特别是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的运用，知

道反函数的求导法则；

3．会用参变量函数的求导法则求参变量函数的导数；

4.会求函数的高阶导数；

5.深刻理解微分的概念，熟练地掌握微分法则，能运用微分进行近似计算与误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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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导数的概念与计算；

难点：复合函数的微分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a.微积分的发展历史曲折跌宕，撼人心灵，可以培养学生正确世界观、

科学方法论和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b.体验实际背景，为数学建模铺垫渗透爱国教育，激发

学生的爱国热情。

3．时间安排 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六：微分中值定理及其应用

一、目的和要求：

1．深刻理解微分中值定理(Rolle 定理、Lagrange 定理)的内容与证明方法（辅助函数法），

并能熟练地运用中值定理处理有关问题，如不等式证明、恒等式的证明等；

2．知道 Cauchy 定理，能熟练地运用罗必塔法则求不定式极限；

3．能把某些函数根据不同要求选择余项用泰勒公式展开，会用泰勒公式求不定式的极限；

4.熟练地运用导数求函数的极值，能运用导数求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5.知道凸函数以及拐点的概念，会判断函数在给定区间上的凹凸性；

6.熟练地运用导数研究函数，主要是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函数的凸性与拐点，能描绘函数

的图形。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中值定理；

难点：中值定理的应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

生不畏艰难、勇于克服困难的良好精神品质，严谨的求学态度。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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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实数的完备性

一、目的和要求：

1．了解实数完备性的基本定理（区间套定理、Cauchy收敛准则、聚点定理与有限覆盖定理），

知道他们的等价性。能够运用实数完备性的基本定理证明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完备性概念，聚点定理与柯西准则；

难点：实数完备性定理的等价性证明。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数学分析的主要奠基者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对分析数学的贡献

以及对数学教育的贡献；数 学家、物理学家牛顿在创立微积分过程中的科学探索精

神；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Lagrange）在数学、 力学和天文学三个学科中突出贡

献以及科学精神；柯西（Cauchy）对微积分学的贡献、对整个分析学的 基础和极限

论的贡献；费马（Fermat）大定理的内容、证明过程以及英国数学家安怀尔斯（Wiles）

在证明 过程中的探索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

3．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八：不定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掌握不定积分的性质和运算法则，记住基本积分表；

2.熟练掌握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3.掌握有理函数和三角函数有理式的不定积分法，会计算简单的无理根式函数的不定

积分；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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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

难点：第一换元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微积分的发展历史曲折跌宕，撼人心灵，可以培养学生正确世界观、科学

方法论和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当你在某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时，想想

是不是“原函数”出了问题，你的努力可能只是重复了无数次的“竹篮打水”。

3．时间安排：6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九：定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深刻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和背景；

2.会用牛顿—莱布尼兹公式计算定积分；

3.熟悉可积条件和可积函数类；

4.掌握定积分的性质，了解积分中值定理；

5.深刻理解微积分学基本定理，掌握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

难点：可积条件。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既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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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思

维严谨、工作求实的作风。

3．时间安排：6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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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定积分的应用

一、目的和要求：

1．能熟练地运用定积分求平面图形的面积；

2.会用平行截面法求立体的体积；

3.了解平面曲线的弧长和曲率的概念，会用定积分求平面曲线的弧长；

4.理解微元法的思想，会用定积分求旋转曲面的面积；

5.会用微元法的思想求液体的静压力、物体之间的引力以及变力运动所做的功。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微元法；

难点：微元法的应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通过讲解定积分的几何应用，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应用的广泛性，并能用

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逐步理解事物联系的普遍性，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一：反常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反常积分敛散性的概念，并会计算收敛反常积分的值；

2.了解无穷积分的性质，掌握非负函数无穷积分的收敛判别法（比较原则），会用狄利

克雷判别法和阿贝尔判别法判别一般无穷积分的收敛性；

3.了解暇积分的性质，掌握非负函数暇积分的收敛判别法（比较原则），会用狄利克雷

判别法和阿贝尔判别法判别一般暇积分的收敛性。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反常积分的概念，反常积分敛散性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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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反常积分敛散性判别。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通过提问“无界区域的面积一定是无穷大吗?”，接着通过例子，得到无界

区域的面积可以收敛的结论。由此，勉励学生不要轻言放弃。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二：数项级数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级数收敛、发散的概念， 知道级数收敛的柯西准则和必要条件，了解收敛级

数的性质；

2.熟练掌握正项级数的敛散性判别法并会运用；

3.熟练掌握交错级数的敛散性判别法，会用一般项级数的阿贝尔判别法和狄里克雷判

别法判别级数的收敛性。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 数项级数敛散性概念，正项级数的收敛性判别；

难点：正项级数的收敛性判别。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引入优秀数学家欧拉的故事， 能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意识的

共鸣，鼓励学生要追寻真理不盲从权威，不畏艰难，求真务实。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10

项目十三：函数列与函数项级数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函数列和函数项级数一致收敛的概念，熟练掌握函数列和函数项级数的一致收

敛性判别法；

2.理解函数列和函数项级数一致收敛的概念，熟练掌握函数列和函数项级数的一致收

敛性判别法。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函数列与函数项级数一致收敛性判别，极限函数与和函数的分析性质；

难点：函数列与函数项级数一致收敛性判别。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通过讲述极具数学天赋的挪威数学家阿贝尔的故事，教育学生珍惜当下良

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不畏困难的开拓精神。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四：幂级数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幂级数及其收敛半径和收敛区间的概念，知道幂级数的性质，会进行幂级数的

运算（加法、减法，逐项求导，逐项积分等）；

2.理解泰勒级数的概念，会将某些函数展开为幂级数,了解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上的应用。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幂级数的收敛半径、收敛域、和函数的概念及计算，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难点：幂级数的和函数的求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通过通过介绍数学家的故事，鼓励学生立志成才，努力上进。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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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五：傅里叶级数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三角级数、正交函数系以及傅里叶级数的概念，能熟练地将 2 为周期的函数

展开成傅里叶级数，了解收敛定理；

2.能熟练地将 2l为周期的函数展开成傅里叶级数，了解偶函数与奇函数的傅里叶级数

的特点；

3.知道傅里叶级数系数的贝塞尔不等式，了解收敛定理的证明过程。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周期函数的 Fourier 展开；

难点：收敛定理的证明。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介绍人生规划如同对函数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首先要有基础的积累，然

后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朝着目标去奋斗，定能实现。大学阶段的学习就是基础的积

累，在学习的过程中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好学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换一个角度看，

间接展开更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而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成绩。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六：多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平面点集（邻域、内点、界点、聚点、开集、闭集、区域、开区域、闭

区域）的基本概念，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了解
2R 上的完备性定理；

2.深刻理解多元函数的极限、累次极限的概念，会求多元函数的极限（重极限和累次极限）；

3.理解多元函数连续性的概念，了解有界闭域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二重极限，二元函数的连续性；

难点：二重极限。



12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培养学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品质精神，培养学生能够辩证的全面的思

考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生没有捷径，面对人生道

路上的曲折，要有持之以恒的恒心、坚韧不拔的毅力。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七：多元函数微分学

一、目的和要求：

1．深刻理解偏导数、全微分的概念，掌握函数可微的条件，深刻理解偏导数、全微分和

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了解可微性几何意义，会求曲面的切平面和曲线的法线方程；

2.熟练地掌握复合函数求导法则（链式法则）；

3.会求函数的方向导数与梯度；

4.理解高阶偏导数和极值的概念，知道多元函数的泰勒公式，会求多元函数的极值。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可微性、全微分的概念，多元函数的微分法；

难点：复合函数微分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从一个一元函数 y=f(x)中变到二元函数 z=f(x,y)中，仅仅增添了一个变

量，这个点的运动就从两个可供选择的方向变动到有无穷多可选择的方向，这里可以简单提

及《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道德经》中这句话的本意

显然不是指如此简单的数量关系变化。只是提醒学生注意由两个方向变成无穷方向，仅仅是

增加了一个变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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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八：隐函数定理及其应用

一、目的和要求：

1．能正确叙述隐函数存在定理，会求隐函数的导数；

2.了解隐函数组概念与隐函数组定理；

3.会求曲线的切线和法平面的方程，曲面的切平面与法线方程；

4.熟练掌握用 Lagrange 乘数法解决条件极值问题。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隐函数存在定理，隐函数求导法则；

难点：隐函数存在定理。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培养学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品质精神，培养学生能够辩证的全面的思

考问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生没有捷径，面对人生道

路上的曲折，要有持之以恒的恒心、坚韧不拔的毅力。

3．时间安排：6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十九：含参量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含参量正常积分的概念，理解并掌握含参量正常积分的性质，会用性质计算一些

定积分；

2.理解含参量反常积分一致收敛性的概念，掌握含参量反常积分一致收敛性的判别法，会

用含参量反常积分一致收敛性的性质计算一些反常积分；

3.了解欧拉积分的定义和性质，会用欧拉积分表示一些定积分或反常积分。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含参量反常积分一致收敛性的判别，含参量反常积分的性质；

难点：含参量反常积分一致收敛性的判别。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善于变通的精神，更要从“含参变量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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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中，体会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十：曲线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第一型曲线积分的定义，掌握第一型曲线积分的计算；

2.理解第二型曲线积分的定义，掌握第二型曲线积分的计算，会进行两类曲线积分之间的

转换。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曲线积分的计算；

难点：两类曲线积分的联系。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a.结合生活实例，基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辩证

思维的同时，进一步培养他们脚踏实地的精神。b.体会积分思想，除了数学解释外还

折射出人生哲理，我们一生每个人有很多梦想以及我们的中国梦。梦想的实现需要我

们将梦想分成若干小的具体的目标，通过脚踏实地完成一个一个小的目标，在奋斗的

路上，我们一直努力着，不断追求，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及中国梦都会实现。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十一：重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二重积分的定义，了解二重积分的性质；

2.会在直角坐标系下化二重积分为累次积分以及交换积分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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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格林公式，并会用格林公式计算第二型曲线积分；知道曲线积分与路线无关的条件，

会求全微分的原函数；

4.了解二重积分的変量変换公式，会将二重积分转化为极坐标系下的累次积分；

5.理解三重积分的概念，会化三重积分为累次积分，了解三重积分换元法；

6.会用重积分计算一些几何量和物理量。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二重积分的计算，格林公式；

难点：重积分计算公式的证明，三重积分的计算。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微积分的发展历史曲折跌宕，撼人心灵，可以培养学生正确世界观、科学

方法论和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典型的数学史料与当今的中国成就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自尊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激励学生积极进取，

勇于奋斗。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十二：曲面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理解第一型曲面积分的定义，掌握第一型曲面积分的计算；

2.理解第二型曲面积分的定义，掌握第二型曲面积分的计算，会进行两类曲面积分之间的

转换；

3.理解高斯公式与斯托克斯公式，并会用高斯公式与斯托克斯公式计算第二型曲面积分与

空间第二型曲线积分；知道空间曲线积分与路线无关的条件，会求全微分的原函数；

4.了解梯度场、散度场、旋度场的概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重点及难点内容：

重点：两类曲面积分的计算与性质；

难点：两类曲面积分的联系，高斯公式与斯托克斯公式。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简略回顾本章的主要内容及重要定理，然后讲解相应经典例题，最后

要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通过举现实中磁带的例子，磁带做成莫比乌斯带，可以避免翻面，减少摩

擦，延长使用寿命。同学们感悟数学与现实生活中美的联系，加强学生的美育教育，使他们

在美的享受中对这节课的内容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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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总结报告 。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30%，实训内容相关归纳总结报告材料计 70%，综合评定

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六、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备注

章节 主要内容
讲

授

实

验

实

训

课

外

讨

论

习

题

一 实数集与函数 4
二 数列极限 4
三 函数极限 4
四 函数的连续性 4
五 导数和微分 4
六 微分中值定理及其应用 4
七 实数的完备性 2
八 不定积分 6
九 定积分 6
十 定积分的应用 4
十一 反常积分 4
十二 数项级数 4
十三 函数列与函数项级数 4
十四 幂级数 4
十五 傅里叶级数 4
十六 多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 4
十七 多元函数微分学 4
十八 隐函数定理及其应用 6
十九 含参量积分 4
二十 曲线积分 4
二十一 重积分 8
二十二 曲面积分 4

合计 96

七、课程教材及主要参考资料

（一）教材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 数学分析（第四版，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6 月。

（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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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玉琏,傅沛仁. 数学分析讲义（第五版，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5 月。

[2] 徐森林，薛春华.数学分析（第一、二、三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

[3] 陈纪修，於春华，金路. 数学分析（第二版，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6 月。

[4] 邝荣雨，杨新华，林莉. 数学分析题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年 7 月。

八、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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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代数》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64
学 分：4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执笔人：张志朗

审核人：欧阳正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3 月

项目一：多项式理论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判断整除，最大公因式的方法和技巧；

2．掌握找出整系数多项式的所有有理根的方法；

3．掌握用 Eisenstein 判别法判断多项式不可约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回顾辗转相除法，模仿例题用辗转相除法求最大公因式；

2．回顾整系数多项式有理根与系数的关系定理，模仿例题找出所有有理根。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设计：通过讲授 Eisenstein 等数学家的故事进行课程思政,提高学生兴趣，

鼓励学生勇于奋斗，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刻苦钻研的精神。通过本章内容

体现该课程丰富的哲学内涵，从而激发学生对多项式理论的兴趣，消除学生的学科偏

见。通过本章内容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科

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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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二：行列式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按照定义求行列式的方法；

2．掌握通过行列式的性质求行列式的方法；

3．掌握通过降阶的方式求行列式的方法；

4．掌握通过数学归纳法求行列式的方法；

5．掌握通过其他技巧求行列式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 通过讲解例题学习各种计算行列式的方法；

2. 学习用克拉默法则解方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课程思政设计：简单介绍雅可比行列式和雅可比的生平。说明雅可比行列式在数学

分析中的多元微积分中的换元法中的应用，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分析与代数，勇于综合

这两门学科解决问题。在介绍雅可比的生平中，我们将强调雅可比在经济条件很差的

情况下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事迹，鼓励同学们要坚持自己的信

念，勇于克服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因为与前人相比，我们的困难都不值一提。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三：线性方程组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用消元法一般的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2．掌握用初等行变换找出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方法；

3．掌握用初等行变换方法判断线性方程组是否有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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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用初等行变换方法求出线性方程组的一般解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通过例题学习用消元法一般的线性方程组；

2．通过例题学习用初等行变换找出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

3．通过例题学习用初等行变换方法判断线性方程组是否有解；

4．通过例题学习用初等行变换方法求出线性方程组的一般解；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设计：介绍高斯消元法的历史，高斯发现了这个解方程的方法，并用它解

决了天体计算中的最小二乘问题，后来又应用于大地测量学（应用数学的分支，涉及

测量或确定地球的形状或在地球上精确定位等）。虽然高斯的名字与这种从线性方程

组中逐次消去变量的方法绑在一起了，但发现在几个世纪前的中国手稿（即《九章算

术》）中就有了用类似这种高斯消元法求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的方法。通过高斯消

元法的来源介绍，增加同学们应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通过九章算术的介

绍，增加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四：各种矩阵运算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矩阵的乘积运算；

2．掌握矩阵的求逆运算；

二、主要内容：

1．通过例题学习矩阵的乘积运算；

2．通过例题掌握矩阵的求逆运算，包括伴随矩阵的方法和初等行变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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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设计：在学习了矩阵的逆以后我们将简单说明可逆矩阵关于乘法运算可以

成为一个群，然后介绍群发现。群的发现来源于法国天才数学家伽罗华对五次方程的

求解研究，它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鼓励同学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如果

不能突破现有的框架，要勇于打破常规，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这样往往能出奇制胜。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五：二次型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二次型的矩阵表示；

2．掌握用非退化线性替换化二次型为标准型的方法；

3．掌握判断正定二次型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通过例题学习二次型的矩阵表示的方法；

2．通过例题学习用非退化线性替换化二次型为标准型的方法；

3．通过例题学习正定二次型的判定方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设计：对二次型进行变换，把不一样的形式统一到一个规范型，将问题简

单化，利于分析问题的本䌀问题 ，引ᔜ学生 到秠㡙型 能㡙内在的统一性 。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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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六：线性空间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用定义判定线性空间的方法；

2．掌握用保持两种运算的方式判定线性子空间的方法；

3．掌握判定直和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通过例题学习用定义判定线性空间的方法；

2．通过例题学习用保持两种运算的方式判定线性子空间的方法；

3．通过例题学习判定子空间直和的方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设计：通过介绍线性空间的抽象概念，让学生理解线性空间是 n 维向量空

间等具体对象的一般化，从而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思维模式是观察客观世界的现象，

抓住其主要特征，抽象出概念或者建立模型的过程。让学生体会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

观点：现象和本质是对立和统一的。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七：线性变换的解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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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用定义判定线性变换的方法；

2．掌握求出线性变换在一组基下的矩阵的方法，以及线性变换在不同基下的矩阵变换；

3．掌握求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方法；

4．掌握求最小多项式的方法，并掌握通过最小多项式判断线性变换对角化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通过例题掌握用定义判定线性变换的方法；

2．通过例题掌握求出线性变换在一组基下的矩阵的方法，以及在不同基下的矩阵变换；

3．通过例题掌握求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方法；

4．通过例题掌握求最小多项式的方法，及通过最小多项式判断线性变换对角化的方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设计：通过直接把矩阵代入特征多项式的错误计算，介绍提出哈密顿-凯莱

定理想法。让学生意识到数学定理的提出不仅仅就是按部就班的逻辑推理，很多时候

数学定理都来源于异想天开。从而鼓励学生不仅有大胆假设的勇气，还要有小心求证

的执着精神。

3．时间安排：8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多媒体教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训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上课回答问题以及解题情况，验证解题方法掌握情况；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八：欧几里得空间的解题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欧几里得空间的判别方法；

2．掌握施密特正交化的方法。

3．掌握正交变换的几个等价结论。

4．掌握求实对称矩阵标准型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通过例题学习欧几里得空间的判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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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例题学习施密特正交化的方法。

3．通过例题学习正交变换的几个等价结论。

4．通过例题学习求实对称矩阵标准型的方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回顾多项式的相关理论，然后讲解相应例题，最后要

求学生模仿这些例题完成相关训练题。

2. 课程思政设计：通过介绍欧几里得空间的抽象概念，让学生理解线性空间是 n 维向

量空间等具体对象的一般化，从而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思维模式是观察客观世界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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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实训教学大纲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黄 勇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随机事件的模拟

一、目的和要求：

1. 学习和掌握 Matlab 的有关命令；

2. 了解均匀分布等各种随机数的产生；

3. 理解掌握随机模拟的方法；

4. 体会频率的稳定性；

5. 写出实验步骤、实验源代码，并对实验测试数据结果分析；

二、主要内容：

1. 了解 Matlab 语言的基本情况；

2. 用 Matlab 语言进行基本代数运算；

3. 用 Matlab 语言进行矩阵运算；

4. 利用 Matlab 提供的相关函数产生两点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正态

分布、指数分布等随机数；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课程思政设计：深入理解“频率与概率”的关系，能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观，它

们体现出来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对立统一关系，其中频率是试验值，具有偶然性，

可取多个不同值。相反的，概率客观存在且又有必然性，取唯一值。试验次数少，

则频率和概率差异大，体现为对立性；试验次数增多，则差异性小，体现统一性，

这一节实训有助于学生加深事物本质的了解。让学生懂得事件发生频率依概率收敛

于该事件发生的概率，从而引申出“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让学生可以耐心、踏

实去学习，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做事，便会有发光发热的一天。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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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二：概率密度、分布函数和分位点的数值计算

一、目的和要求：

1．会利用 Matlab 软件计算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连续性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值以及产

生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即分布律）;

2．会利用 Matlab 软件计算分布函数值或计算形如事件 的概率;

3．给出概率 p 和分布函数，会求上 的分位点，或者求解概率表达式中的待定参数;

4．会写出实验步骤、实验源代码；实验测试数据结果显示及分析;

二、主要内容：

1.讨论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函数、密度函数相关计算问题

2.讨论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指数分布、正态分布以及抽样分布

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布函数、概率问题计算，从而理解这些基本概念。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课程思政设计：讲授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实际例子，引入人脸识别、机器学习等前沿

实例，让学生明白学习知识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自觉地提高学习的热情和服务于

祖国科技事业的激情，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做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弄

潮儿。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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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三：参数估计实现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 MATLAB 语言编程；

2. 掌握均值点估计的实现；

3. 掌握方差点估计的实现；

4. 掌握区间估计的实现。

二、主要内容：

1. 用 MATLAB 语言实现均值点估计；

2. 用 MATLAB 语言实现方差点估计；

3. 用 MATLAB 语言编写程序实现总体均值区间估计；

4. 用 MATLAB 语言编写程序实现总体方差区间估计.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课程思政设计：采用源于生活的案例，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共鸣，并激发学生的兴趣。

学生真切感受到数学模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有着显著的成效，培养学生活学活用的

能力。同时，要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案例背后的文化内涵。要在案例讲授中融入历史

观、文化观、民族情怀与自信等元素，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学生树

立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强化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四：假设检验实现

一、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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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灵活掌握 MATLAB 语言编程；

2. 掌握单正态总体均值假设检验；

3. 掌握单正态总体方差假设检验。

4. 掌握多正态总体的均值、方差假设检验

二、主要内容：

1. 用 MATLAB 语言实现总体均值假设检验；

2. 用 MATLAB 语言实现方差假设检验；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课程思政设计：将重点介绍我国概率统计事业奠基人——许宝禄先生。许老先生

在数理统计、多元统计分析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绩，许老先生也是世界公认的多元统

计分析奠基人之一。通过讲述许宝禄先生献身祖国、献身科学的事迹，渗透爱国主义

教育，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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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微分方程》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吴 泽 浩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3 月

项目一：常微分方程基本理论和求解方法的综合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 系统性地掌握常微分方程解的基本性质和求解方法。

2．对常微分方程各个重要理论知识点融会贯通和灵活运用。

二、主要内容：

1．对一阶微分方程的解基本理论和求解方法方面具有一定难度的综合性习题进行课堂

训练。

2．对高阶微分方程和线性微分方程组的基本理论和求解方法方面具有一定难度的综合

性习题进行课堂训练。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引导和辅导学生如何全面地思考、分析和解决具有一定难度的综合

性习题，课堂上以分小组方式进行开放式课堂研讨，学生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课程

上完成实训内容。

2. 课程思政设计：华为，作为我国科技公司，所涉及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在很多领域

上打破了国外垄断，为我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比方说在 5G 技术，我国实现了全球领先，

我国在通讯领域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对于我国通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华为创始人任

正非曾说：“芯片光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而数学，是科学之母，

是理工科的基础工具，可以说所有的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化学家、计算机专家，都是数

学牛人。华为 3G 技术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突破，最初是来自华为招揽的一位俄罗斯数学家研

究的项目，而华为的 5G 技术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阿勒坎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3G 技术和

5G 技术的崛起都离不开数学家对数学基础理论的深入挖掘和探索。因此，通过介绍华为科

技公司的科技突破和崛起，让学生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以及科技发展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斗志，树立远大理想，为祖国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3．时间安排：1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大数据实验教学中心和校内教学楼。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



30

2.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报告和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计 80%；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二：常微分方程在工程技术中的建模与分析的初等训练

一、目的和要求：

1．初步了解常微分方程在工程技术领域的数学建模及其应用。

2．初步了解常微分方程的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及其在工程实践中自动化控制系统稳

定性分析的应用。

二、主要内容：

1．利用常微分方程对工程实践中运动控制系统进行建模和分析。

2．利用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分析运动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3．利用 Matlab 软件对运动控制系统进行数值仿真并进行分析。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讲授、引导和辅导学生如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课堂上以分小组

方式进行开放式课堂研讨，学生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课程上进行训练，并上机实践

操作完成数值仿真，要求计算机安装有 Matlab 软件。

2. 课程思政设计：通过讲解常微分方程理论在运动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的应用，介

绍“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钱学森先生，钱先生为我

国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 年 9 月起，钱学森先生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

理工学院学习，留学期间勤奋刻苦，后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由于科研能力和

成绩突出，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发展一路顺遂。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便决定以

探亲为名回国，将整理好的 800 公斤书籍和科研笔记带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是，

当他赴港口时却遭到美国当局的强行拘留，所有的资料和书籍也被扣押。加州理工学院交了

巨额保释金，他才获释。当时的美国海军部次长曾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 5 个海军陆战师”。

在此后长达 5 年的时间里，钱学森先生始终受到严密监视。一直到 1955 年，经过周恩来总

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1955 年 8 月 4 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

国的通知。1955 年 9 月 17 日，钱学森先生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踏上返回祖国

的旅途。1955 年 10 月 1 日清晨，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

故乡。通过介绍钱学森先生的事迹，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让学生认识到数学的

重要性以及科技发展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为祖国的科

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大数据实验教学中心和校内教学楼。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

2.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报告和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计 80%。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https://baike.so.com/doc/1278599-135200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39640-695412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78595-6191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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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分别讨论当 30,20,10n 时的数值解，分析方程组的数值解和精确解的误

差。

4. 针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求解。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 课程思政设计：（1）倡导学生具有求真务实的科研探索精神。

（2）倡导学生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和独立自主精神。

3. 第 2 章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3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插值法

一、目的和要求：

1. 学会 Lagrange 插值和牛顿插值等基本插值方法；

2. 讨论插值的 Runge 现象，掌握分段线性插值方法；

3. 学会 Matlab 提供的插值函数的使用方法，会用这些函数解决实际问题。

4. 要求能写出相应的 Matlab 程序，给出实验结果(可以用表格展示实验结果)，分析

和讨论实验结果并提出可能的优化实验，写出实验报告。

二、主要内容：

1. 用 MATLAB 编写独立的拉格朗日插值多项式函数

2. 用 MATLAB 编写独立的牛顿插值多项式函数

3. 利用编写好的函数计算若干算例并结果并比较它们的异同。

4. 已知函数在下列各点的值为：

ix
0.2 0.4 0.6 0.8 1.0

( )if x 0.98 0.92 0.81 0.64 0.38

试 用 4 次 牛 顿 插 值 多 项 式 4( )P x 对 数 据 进 行 插 值 ， 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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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2 0.08 , 0,1,2, ,10i i ix y x i i    ｝，画出图形。

5. 在 区 间 [-1,1] 上 分 别 取 10,20n  用 两 组 等 距 节 点 对 龙 格 函 数

2

1( ) ,( 1 1)
1 25

f x x
x

   


作多项式插值，对不同n值，分别画出插值函数及 ( )f x 的图

形。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1）学会 Matlab 提供的插值函数的使用方法，诠释实践出真知和熟

能生巧。（2）通过对课程知识的雕琢，诠释工匠精神在新时代的意义。

3. 第 3 章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3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数值积分

一、目的和要求：

1. 理解如何在计算机上使用数值方法计算定积分 
b

a
dxxf )( 的近似值;

2. 学会复合梯形、复合 Simpson 和龙贝格求积分公式的编程与应用。

3. 学会利用 Matlab 提供的积分函数求二重积分。

函数名 含义 函数名 含义

trapz 梯形求积法 dblquad 二重积分

quad Simpson 求积法 triplequad 三重积分

4. 要求能写出相应的 Matlab 程序，给出实验结果(可以用表格展示实验结果)，分析

和讨论实验结果并提出可能的优化实验，写出实验报告。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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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六：非线性方程求解

一、目的和要求：
1. 在计算机上用迭代法求非线性方程的根。

2. 要求能写出相应的 Matlab 程序，给出实验结果(可以用表格展示实验结果)，分析

和讨论实验结果并提出可能的优化实验，写出实验报告。

二、主要内容：
1. 用 Matlab 编写 Newton 法和 Steffensen 加速法程序；

2. 用 Newton 法求解若干非线性方程的根。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倡导学生团体协作，实现更优的学习效果和工作成果。

3. 第 6 章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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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方 志 伟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1．灵活应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掌握对数据矩阵的各种计算。

二、主要内容：

1．一元线性回归及其计算、模型的检验、预测；

2．多元线性回归及其计算、模型的检验、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

2．课程思政设计：根据课程内容，选择生活实际问题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学习

时间量和学习成绩间的关系，完成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回归计算、模型验证、预测的整个

流程。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训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 SPSS 的计算机房（如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实训报告。

六、成绩评定：

1．根据实训报告的内容完整性和合理性判定，按百分制实施；

2．回归模型的建立，包括合理假设、回归方程建立，计 20 分；完成回归的计算、检验

和预测，分别计 20 分；模型的总结和优化计 20 分。

项目二：回归模型的诊断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模型违背基本假设或有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和处理；

2．灵活应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模型的诊断

二、主要内容：

1．异方差性的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

2．自相关性的分析和 BOX-COX 变换；

3．多重共线性的分析和自变量的选择，所有子集回归和逐步回归。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

2．课程思政设计：没有理想的模型，也没有理想的人生。我们的选择就是不断找到人

生的问题，克服和解决它，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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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训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 SPSS 的计算机房（如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实训报告。

六、成绩评定：

1．根据实训报告的内容完整性和合理性判定，按百分制实施；

2．完成异方差性、自相关性、多重共线性的分析分别计 15 分；运用合适的处理手段克

服三类模型问题分别计 15 分，模型的总结和优化计 10 分。

项目三：岭回归和主成分回归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岭回归、岭迹分析和主成分回归；

2．灵活应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岭回归和主成分提取

二、主要内容：

1．岭迹分析和岭参数选择；

2．主成分回归和检验；

3．偏最小二乘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

2．课程思政设计：结合主成分分析，提示同学要抓住大学生活的关键因素，不能荒废

自己。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训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 SPSS 的计算机房（如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实训报告。

六、成绩评定：

1．根据实训报告的内容完整性和合理性判定，按百分制实施；

2．完成岭回归、岭迹分析、岭参数选择分别计 15 分；完成主成分提取和回归分别计

10 分；完成偏最小二乘法计 15 分；模型的总结和优化计 20 分。

项目四：非线性回归和定性变量回归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可线性化的曲线回归、多项式回归、自变量含定性变量的回归；

2．灵活应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非线性回归和定性变量回归

二、主要内容：

1．可化为线性回归的曲线回归和检验；

2．多项式回归和检验；

3．自变量是定性变量的回归和检验。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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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设计：学习非线性回归时，引入人脸识别、机器学习等前沿实例，理解技

术手段可以提高识别率、降低错误率，悟出“做事不凭主观臆断，要有科学求证的态度”。

除了让学生完成相应的回归计算之外，还可以通过非线性回归在科技中的应用，使学生认识

回归分析在当今科技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明白了学习知识是科技强国

的必由之路，自觉地提高学习的热情和服务于祖国科技事业的激情，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

紧密结合起来，做国家科技发展中的弄潮儿。。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训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 SPSS 的计算机房（如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实训报告。

六、成绩评定：

1．根据实训报告的内容完整性和合理性判定，按百分制实施；

2．完成可化为线性回归的曲线回归、多项式回归和自变量是定性变量的回归分别计 25
分；模型的总结和优化计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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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统计分析》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戎 海 武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3 月

项目一：聚类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灵活应用 SAS 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二、主要内容：
聚类分析中所使用的几种尺度的定义。8 种系统聚类方法的定义及其基本性质。计算程

序中有关聚类分析的算法基础。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纸上得来终觉浅，有效的实践操作是专业知识转化的必然过程。课堂教

学和实验课周期安排上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中穿插实验教学，理论课与实验课同步实施，实验

教学前重点回顾核心知识点。学生在上机建模分析中掌握聚类分析建模的计算机实现过程、

读懂输出结果、撰写分析报告，加强了实践操作能力。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有机

融于实践实训的能力，提升了实验报告撰写的质量。在聚类分析方法讲授过程中，引导学生

思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统计学背景，倡导学生在集体中，互相发挥正向影响，互相

促进对方进步，树立良好的交际观，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践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如 SAS、Excel 的计算机房如大数据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项目二：判别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灵活应用 SAS 对数据进行多元判别分析。

二、主要内容：
判别分析中所使用的几种判别尺度的定义和基本性质，包括距离判别法，Fisher 判别法,

Bayes 判别法以及逐步判别法。计算程序中有关判别分析的算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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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纸上得来终觉浅，有效的实践操作是专业知识转化的必然过程。课堂教

学和实验课周期安排上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中穿插实验教学，理论课与实验课同步实施，实验

教学前重点回顾核心知识点。学生在上机建模分析中掌握判别分析建模的计算机实现过程、

读懂输出结果、撰写分析报告，加强了实践操作能力。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有机

融于实践实训的能力，提升了实验报告撰写的质量。介绍判别方法发展过程中一些统计学家

的贡献，激励学生向先贤学习，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判别分析中一些方法和原理的讲授，熏

陶学生严谨的统计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认知和良好的专业素养。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践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如 SAS、Excel 的计算机房如大数据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项目三：因子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灵活应用 SAS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二、主要内容：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因子载荷阵的估计方法，因子旋转，因子得分。计算程序中有关

因子分析的算法基础。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纸上得来终觉浅，有效的实践操作是专业知识转化的必然过程。课堂教

学和实验课周期安排上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中穿插实验教学，理论课与实验课同步实施，实验

教学前重点回顾核心知识点。学生在上机建模分析中掌握因子分析建模的计算机实现过程、

读懂输出结果、撰写分析报告，加强了实践操作能力。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有机

融于实践实训的能力，提升了实验报告撰写的质量。利用因子分析在数据降维方面的应用，

引导学生理解复杂问题简化的方法论，引申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以最

主要的矛盾为抓手，用主要矛盾引导各方面的事业全面发展的思维方式。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践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如 SAS、Excel 的计算机房如大数据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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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项目四：对应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灵活应用 SAS 对数据进行对应分析。

二、主要内容：
对应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可以简单结合第十二章中的部分内容。简单介绍相关的计算

程序。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纸上得来终觉浅，有效的实践操作是专业知识转化的必然过程。课堂教

学和实验课周期安排上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中穿插实验教学，理论课与实验课同步实施，实验

教学前重点回顾核心知识点。学生在上机建模分析中对应分析件建模的计算机实现过程、读

懂输出结果、撰写分析报告，加强了实践操作能力。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有机融

于实践实训的能力，提升了实验报告撰写的质量。在对应分析的编程计算过程中，通过分组

合作，完成实际案例的方式，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课程内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

生互帮互助的合作精神。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践环节主要在装有统计软件如 SAS、Excel 的计算机房如大数据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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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程序设计》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32
学 分： 2
适用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执 笔 人 ： 罗 强 华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 2022 年 4 月

项目一：Python 入门与基本语法
一、目的和要求：

1．了解 Python 语言概况、主要特点和集成开发环境；

2．了解Python程序的运行机理；

3．熟悉标识符及其命名规则。

二、主要内容：

1．通过实际案例感受 Python 的特点；

2. 掌握用Python解释器解释执行Python程序，用文本编辑器和命令行编写和执行Python

源文件程序，用集成开发环境IDLE编写和执行Python源文件程序；

3．通过实际案例熟悉熟悉标识符及其命名规则，常用数据类型的使用，变量和赋值语

句，表达式和运算符，基本内置函数的使用。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四、课堂思政

通过讲述 Python 的历史进行课程思政,提高学生对 Python 的兴趣，鼓励学生勇于奋斗，

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刻苦钻研的精神；通过讲述 Python 的基本语法进行课程思

政,提高学生对 Python 的兴趣，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维护社会良好风气的意识；通过 Python
应用的实际案例体现 Python 强大而丰富的功能，从而激发学生对 Python 的兴趣；消除学生

的学科偏见；通过本章内容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

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五、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六、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七、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Python 程序流程控制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Python里的选择结构；

2. 掌握Python里的for循环、while循环；

3. 对常见异常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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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1．针对给定的实际案例问题选择流程控制结构；

2．熟悉流程控制结构里的语法，包括拼写、符号与缩进。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四、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 Python 的程序流程控制进行课程思政,以实际生活中的流程控制为例，提高学

生对 Python 的兴趣，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通过程序流程控制的相关练习，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

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Python 中的组合数据类型

一、目的和要求：

1．熟悉列表、元祖、字典和集合这四类组合数据类型的定义；

2. 掌握相关类型变量的创建和使用。

3. 熟悉不同变量类型中内置函数的运用

二、主要内容：

1．针对给定案例建立不同类型的变量；

2．使用内置函数对相关变量进行操作。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2 学时。

四、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组合数据类型进行课程思政,对比组合数据类型和现实生活中的实例，使学生

对社会分工进行思考，进一步意识到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社会的运转才会流畅。通过组合

数据类型相关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科技

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五、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六、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七、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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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Python 中的函数

一、目的和要求：

1．学习Python中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2．掌握常见的函数。

二、主要内容：

1．针对给定案例建立函数并调用；

2．使用 Python 中的函数进行积分、微分、绘图等操作；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四、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 Python 中函数的定义和调用进行课程思政,以实际案例引导编译函数，激发学

生对 Python 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统筹规划能力和合作意识。通过函数的相关练习，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

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五、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六、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七、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五：Python 中的模块、类与对象

一、目的和要求：

1．模块的导入和第三方模块的安装；

2．掌握类的定义和使用；

3. 熟悉类的特点。

二、主要内容：

1．熟悉各类常见模块的安装和导入；

2．针对给定案例进行类的定义和使用；

3．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熟悉类的封装、多态、继承和多重继承。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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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堂思政：

通过讲述 Python 的类和对象进行课程思政，模块的运用可以进一步提高编程效率，这

可以启发学生充分利用资源的意识。通过类和对象的相关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五、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六、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七、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六：Python 文件操作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Python中文件的打开、读与写等基本操作；

2．熟悉 String I/O 函数的使用；

3. 熟悉目录方法

二、主要内容：

1．针对给定文档，用 Python 进行打开、读与写等操作；

2．针对给定文档，使用 String I/O 函数，并建立目录；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2 学时。

四、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文件操作进行课程思政，文件操作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启发学生的安全编码意

识。通过文件操作的相关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

生追求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Python 爬虫程序

一、目的和要求：

1．熟悉爬虫类型和爬虫原理；

2．掌握爬虫三大库的使用方法、并能够写建议的爬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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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1．爬虫类型和原理；

2．爬虫三大库的使用；

3．用爬虫程序进行酷狗Top500数据爬取。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四、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 Python 的爬虫进行课程思政，爬虫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可以快速获得相

关信息并进行预测，另一方面有可能会造成隐私泄露，需要教导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将爬

虫运用于正途。通过类和对象的相关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

观，激发学生追求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八：Python 数据可视化

一、目的和要求：

1．Matplotlib库和Artist库的使用；

2．用Panda绘图；

二、主要内容：

1．将词云图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2．将其他数据如高铁里程、公路里程等可视化；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四、课堂思政：

通过数据可视化进行课程思政，数据可视化可对数据有个视觉上的直观感觉，启发学生

对高铁产量、铁路里程、管理里程和船舶产量等进行可视化，以激发爱国热情。通过数据可

视化的相关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激发学生追求科技创

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五、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六、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七、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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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九：Python 房天下二手房数据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1．数据的分析、存取与清洗；

2．、Numpy的使用。

二、主要内容：

1．对房天下的二手房数据分析；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学生应按照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上机实践操作完成，要求计算机安

装有 Python3.0 及以上系统；

2．时间安排：4 学时。

四、课程思政：

通过讲述 Python 的数据分析进行课程思政，启发学生粮食产量、股市和天气等重要信

息进行预测。通过数据分析的相关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觉树立唯物史观，

激发学生追求科技创新的热情，理解新时代的科学使命和社会责任。

五、场所安排：

校内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六、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七、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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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方法实训》实训教学大纲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宋 春 玲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0.618 法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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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和国家的关系和家国情怀。

3．时间安排：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根据实验报告质量，结合工作态度、实践能力与纪律表现ゐ家力作验合䂼的。

က质䂼ዊ时间工ዊ交合䂼实验报告家告合¼合¼的ゐ工间Еዊ实能的㨸表数ゐကᨸ工㨸实律作验态㨸Еက壕ዊ的ゐẘ表ᖌゐHGƒHHGƒHH7ƒ�Ä成、成⇃ࡀ成⇃：3
．告合ẘዊ态合量学量学告律仿的工报3

ကက的量质减能Е3
．告3

ကက

学ゐ律国报态真时㨸¼合䂼实。

ᔙ䯩绩排：3ࡀ。方核ࠀ…。四抓ᇴ方：。ကက真Е排工根时㨸情考逐律国报态真时㨸¼合䂼实。方、方核方、ࡀ
．学形式时合告家实报㐕作排㇎。

3
ద与态学量实式时告合工律实⇎学告国报根态学䨸䂼䇎式国学䂼形报学和㇎例3

报实。和学ᨸ䂼质的能怀。 ࣕЕ与态⪼㇎的形式实根验学Е
考㔐根㐕律形质度量工实3

⪼㇎合态能Е质的Ⴜ学学量间㐕提体实ࣕ质量提验真实的量ᨸЕ集。3
．时间安排：2学时。四、场所安排：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五、考核方式：提交报告的形式。六、成绩评定：根据实验报告质量，结合工合态度、实践能力与纪律表现ゐ家力作验合䂼的。က质䂼ዊ时间工ዊ交合䂼实验报告家告合¼合¼的ゐ工间Еዊ实能的㨸表数ゐကᨸ工㨸实律作验态㨸Еက壕ዊ的ゐẘ表ᖌゐHGƒHHGƒ(H�ƒ�Ä成、成⇃ࡀ成⇃：3

．告合ẘዊ态合量学量学告律仿的工报3

ကက的量质减能Е3
．告学ゐ验律量报国报态真。

四抓ᇴ方：ࣕ3ကက学ゐ验律量报态真ₐ度量与量合䂼⪼实能的考蕁、ࡀ

㨸。

方、方核方。…ࠀ方核。ࡀᔙ䯩绩排：3
．学形式时合告家实报㐕作排㇎。

3
ద与态学量实式时告合工律实⇎学告国报根态学䨸䂼䇎式国学䂼形报学和㇎例3

报实。的ゼ怀。ᨸ态⪼学䨸学ᨸゐ减ዊዊゐ式态ܭ情例验的。。ፘ合情的告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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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编写函数式文件；

2．编写调试 BFGS 矫正配 Armijo 线搜索程序并解决相应问题。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讨论，实际操作，讲解。

2．课程思政设计：BFGS 算法是无约束非线性优化问题的最有效的算法之一，该程序

不仅能求解无约束问题，在后续的上机项目中，还将嵌入到约束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中。通

过编程实现该算法，不仅要求学生能求解无约束优化问题，还要求设计好的程序结构，方便

下一个项目调用，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长线思维，整体思维。

3．时间安排：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根据实验报告质量，结合工作态度、实践能力与纪律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

项目七：乘子法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编写乘子法算法程序。

二、主要内容：

会用 matlab 编写乘子法程序求解约束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解。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讨论，实际操作，讲解。

2．课程思政设计：乘子法是求解约束优化问题的经典算法，首先要将约束问题转化为

一系列无约束优化问题，并逼近原约束优化问题的最优解，通过编程实现该算法，能培养学

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不同问题之间的转化能力，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创新意识。在编

程实践中强调培养学生对待程序一丝不苟的态度和从整体出发认真对待每一个局部问题的

精神。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根据实验报告质量，结合工作态度、实践能力与纪律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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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实训》课程教学大纲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吕 春 婉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计量软件基本操作

一、目的和要求：

1．了解计量软件 Eviews 和 R 语言；

2. 掌握 Eviews 的安装；

3. 掌握 R 语言的安装；

4. 掌握 Eviews 和 R 语言的初步使用。

二、主要内容：

1. 动手安装 R 语言及软件包；

2. 动手安装 Eviews；

3. 用 R 语言进行初步数学运算；

4. 用 eviews 进行初步数学运算。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纸上得来终觉浅，有效的实践操作是专业知识转化的必然过程。课

堂教学和实验课周期安排上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中穿插实验教学，理论课与实验课同步

实施，实验教学前重点回顾核心知识点。学生在上机建模分析中掌握计量经济软件建

模的计算机实现过程、读懂输出结果、撰写分析报告，加强了实践操作能力。极大程

度上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有机融于实践实训的能力，提升了实验报告撰写的质量。

3．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二 回归模型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回归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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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一元回归参数估计；

3. 掌握多元回归参数估计；

4. 掌握一元回归显著性检验；

5. 掌握多元回归显著性检验。

6. 掌握回归模型预测。

二、主要内容：

1.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回归参数估计；

2.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回归参数显著性检验；

3.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

4.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回归模型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计量经济学课程有别于其他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课程所有的理

论知识都依赖与上机实践来完成，这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途径。在不断

实践的过程中努力进行多种思考，这本身就是将思政教育工作融入了课程的理论方法

的教学中，两者相辅相成。选择恰当案例，问题设计合理，学生的每一步工作除了包

含对计量方法的实践之外，同时必然包含着对案例问题的理解、分析和思考。每一个

案例的上机实践的完成都标志着学生对案例问题所蕴含的思政教育的接受，这种影响

伴随着整个课程的全部教学工作。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三 违背经典假定的回归模型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回归模型的几类经典假定；

2. 掌握异方差检验与处理；

3. 掌握多重共线性检验与处理；

4. 掌握自相关性检验与处理。

二、主要内容：

1.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异方检验；

2.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异方差的处理；

3.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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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多重共线性的处理；

5.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自相关性的检验；

6.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自相关性的处理。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在教师的要求下自行搜集案例，设定研究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分析

和思考，这种案例思政的方式将更能促使学生在学习课程理论方法的同时增强对思政

教育的接受程度，案例搜集和案例实践的方式相互配合，学生对案例的政教育意义体

验将更为深刻。教师可以围绕前文设定的几种思政教育目标来布置任务，明确学生工

作的方向，做好引导者的工作。

3．时间安排：6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四 虚拟变量

一、目的和要求：

1．了解虚拟变量的背景；

2. 掌握虚拟变量设置；

3. 掌握虚拟变量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4. 掌握虚拟变量回归模型的假设检验。

二、主要内容：

1.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虚拟变量模型参数估计；

2.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虚拟变量模型参数显著性检验；

3.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虚拟变量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

4.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虚拟变量模型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在建构模型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要教导学生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

释的过程要基于事实，精益求精、严谨求真。计量分析需要有正确的数据，数据收集

中的小差异或错误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在数据的收集过程

中，要求学生求真务实，要注意其数据来源。在做数据处理时，要实事求是，切不可

随意或为了某些目的而篡改数据。严谨求真的务实精神是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基本道

德素养。由此引申到学习、工作、生活中，不要弄虚作假，要实事求是。

3．时间安排：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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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五 滞后变量模型

一、目的和要求：

1．了解滞后变量模型背景；

2. 掌握滞后变量模型设定；

3. 掌握滞后变量模型的估计；

4. 掌握滞后变量模型的检验。

二、主要内容：

1.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滞后变量模型参数估计；

2.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滞后变量模型参数显著性检验；

3.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滞后变量模型整体显著性检验；

4. 用 R 语言和 Eviews 分布实现滞后变量模型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可适当增加计量经济学的案例讨论，其设定的目的除了要增强学生

对课程理论方法的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学生对案例所涉及的经济理论的认识

以及由此衍生的思政教育内容的接受。具有数据支持的结论更能够让学生对案例所反

映的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能够做到思政内容和教学内容的自然融合，学生接受于潜

移默化之中。

3．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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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分析实训》实训教学大纲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熊 彦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3 月

项目一：时间序列预处理

一、目的和要求：

1．了解时间序列预处理流程；

2. 掌握时序图的做法；

3. 掌握平稳性的检验；

4. 掌握纯随机序列的检验。

二、主要内容：

1. 用 SAS 和 R 语言做时间序列图；

2. 利用时序图判断平稳性；

3. R 语言和 SAS 语言实现平稳性判断；

4. 用 R 语言和 SAS 语言实现纯随机性检验。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设计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在平稳性判断和纯随机性建议过程中，展示科学思维的严谨性和方

法的灵活性，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精神，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二：ARMA 模型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 ARMA 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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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 ARMA 模型的求解；

3. 掌握 ARMA 模型的检验；

4. 掌握 ARMA 模型的预测

二、主要内容：

1. AR 模型定阶的 SAS 实现和 R 语言实现；

2. AR 模型求解的软件实现；

3. MA 模型定阶的软件实现；

4. MA 模型求解的软件实现；

5. ARMA 模型求解的软件实现；

6. ARMA 模型的检验实现；

7. ARMA 模型的预测实现。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设计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通过 ARMA 的建模过程，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专业精神，在结合实

际案例数据建模时，举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实际数据，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伟大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制度自信心。

3．时间安排：6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三：ARIMA 模型与残差自回归模型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 ARIMA 模型的求解；

2. 掌握 ARIMA 模型的预测；

3. 掌握残差自回归模型的求解；

4. 掌握残差自回归模型的预测。

二、主要内容：

1.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 ARIMA 模型的求解；

2.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 ARIMA 模型的预测；

3.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残差自回归模型的求解；

4.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残差自回归模型的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设计和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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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在残差自回归模型建模过程中，让学生理解面对困难问题，实施分

步走的战略。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分步走，不断朝着目标奋进的过程。

3．时间安排：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项目四：GARCH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一、目的和要求：

1．掌握异方差的检验；

2. 掌握 ARCH 模型的求解；

3. 掌握 GARCH 模型的求解。

二、主要内容：

1.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异方差检验；

2.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 ARCH 模型的求解；

3. 用 R 语言和 SAS 实现 GARCH 模型的求解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设计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设计：在条件异方差模型建模过程中，引导学生思考理论假定（同方差）

与现实（实际数据存在异方差）之间的矛盾，并思考如何通过 GARCH 模型解决矛盾，

推动理论的进步。

3．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在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1.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相应实验报告，及相关文档资料，以此作为实训的考核材料；

2. 以具体实例运行，验证结果；

3. 综合上述两项判定最终成绩，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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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学基础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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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

3.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预测结果和 Excel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基础险种准备金计算

一、目的和要求：

1. 了解各种类型准备金的区别，并根据险种的不同计算基础险种理论责任准备金，修

正责任准备金以及毛保费准备金；

2. 掌握不同的计算方法；

3. 理解敏感性分析的目的。

二、主要内容：

1. 理论责任准备金的计算；

2. 修正责任准备金的计算；

� ԫ

.

毛保䍣责任准备䠌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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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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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时。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业要求课后提交相关Ⲿ 察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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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百档。

项目：

种頀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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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保单线及价值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 调整保费法计算保单现金价值；

2. 根据精算规定计算保单最低现金价值。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2. 课程思政：通过保单现金价值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

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精算学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3.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五：索赔次数和索赔额的拟合

一、目的和要求：

1. 理解索赔次数和索赔额的理论分布模型；

2. 了解索赔次数和索赔额参数估计和拟合的含义；

3. 掌握用软件编写索赔次数和索赔额拟合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 索赔次数分布；

2. 索赔额分布；

3. 索赔次数的拟合与检验；

4. 索赔额的拟合与检验。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2. 课程思政：通过索赔额计算和检验的实训课程，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自己去发现错

误、纠正错误，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学生塑造

创新精神和包容向善的价值观。

3.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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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费率厘定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利用 EXCEL 和 VBA 软件厘定费率的过程和方法；

2. 理解免赔额和责任保险增加限额的方法。

二、主要内容：

1. 费率厘定方法；

2. 费率厘定的过程；

3. 免赔额情况下的费率厘定；

4. 责任保险增加限额的费率厘定。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2. 课程思政：通过费率厘定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务

方法，提高学生对精算学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3.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编程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信度保费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信度保费的基础理论，并能够利用信度保费模型计算实际费率；

2. 理解贝叶斯信度保费的方法；

3. 了解奖惩系统在在实务中的作用。

二、主要内容：

1. 有限波动信度；

2. 贝叶斯信度；

3. 信度理论在经验估费法中的应用；

4. 我国汽车保险奖惩系统的实证分析。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2. 课程思政：通过信度保费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务

方法，提高学生对精算学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3.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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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八：准备金评估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常用的准备金计提方法如链梯法、案均赔付法、准备金进展法、赔付率法等，

并能够利用此类方法计提准备金；

2. 理解准备金计提方法的原理；

3. 了解准备金的类型及存在意义。

二、主要内容：

1. 准备金概述；

2. 常用的准备金评估方法；

3. 利用常用的方法计提准备金。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2. 课程思政：通过责任准备金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

务方法，提高学生对精算学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3.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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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罗 煦 香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波动率的计算、损失分布的检验与模拟

一、目的和要求：

1.熟悉 Excel 基本操作；

2. 掌握波率的计算、损失分布的检验与模拟。

二、主要内容：

1. 波动率的计算；

2. 损失分布的检验与模拟。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4.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5. 课程思政：通过讲解波动率和损失分布并利用 Excel 进行检验与模拟，与学生探讨

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既要认识理论的高度，也要重视掌

握实践中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操作。

6.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预测结果和 Excel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信用风险度量指标点计算与建模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Excel 基本操作；

2. 掌握信用风险度量指标点计算与建模。

二、主要内容：

2. 在 Excel 中对信用风险度量指标进行计算；

3. 在 Excel 中对信用风险度量指标进行建模。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4.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5. 课程思政：通过信用风险度量指标的计算和建模，让学生近距离接触风险管理行业，

提高学生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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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预测结果和 Excel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信用评级技术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信用评级技术；

3. 掌握客户信用评估。

二、主要内容：

1. 客户信用评估；

2. 债项信用评级。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4.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5. 课程思政：通过信用评级技术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

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风险管理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6.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运行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个人信用评分和建模技术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个人信用评分；

2. 掌握国家信用评级；

3. 掌握组合信用风险度量计算。

二、主要内容：

1. 个人信用评分；

2. 国家信用评级；

3. 组合信用风险度量。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67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4.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5. 课程思政：通过市场风险分析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

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风险管理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6.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编程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市场风险预警、控制及经济资本的计算与建模技术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市场风险监测和控制方法；

2. 掌握市场风险经济资本配置。

二、主要内容：

1. 市场风险监测；

2. 市场风险控制；

3.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配置。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4.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5. 课程思政：通过市场风险预警、控制及经济资本的计算与建模实训课程，锻炼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风险管理课程的兴趣，增强学

生的职业荣誉感。

6.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八：操作风险的度量与建模技术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操作风险度量方法；

2. 掌握操作风险建模技术。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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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风险度量；

2. 操作风险建模。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4. 教学方式：上机实验为主，讲授为辅。

5. 课程思政：通过操作风险的度量与建模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

基本的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风险管理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6.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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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精算（寿险）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罗 煦 香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单利与复利

一、目的和要求：

1.熟悉 Excel 基本操作；

2. 掌握单利与复利的计算。

二、主要内容：

1. 单利和复利积累因子的比较；

2. 名义利率和名义贴现率表；

3. 积累因子和贴现因子表的编制；

4. 复利问题求解；

5. 编制日期序数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讲解单利和复利内容并利用 Excel 进行相关计算，与学生探讨科学

与技术、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既要认识理论的高度，也要重视掌握实

践中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操作。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计算结果和 Excel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确定年金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年金因子表的编制；

2. 掌握年金贴现的计算。

二、主要内容：

1. 编制年金因子表 I；
2. 编制年金因子表 II；
3. 迭代法求解年金现值未知利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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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ewton-Raphson 迭代法求解年金终值未知利率问题；

5. 不同迭代法收敛速度比较；

6. 试错法求解年金现值未知利率问题。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确定年金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务

方法，提高学生对保险精算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预测结果和 Excel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分期偿还与偿债基金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分期偿还表和等额本金分期偿还表的编制；

2. 掌握偿债基金表的编制。

二、主要内容：

1. 编制分期偿还表；

2. 等额本金分期偿还表；

3. 偿债基金表的编制。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分期偿还与偿债基本的实训内容，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保险精算行业，

提高学生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运行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生命表

一、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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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生命表和换算表的编制；

2. 掌握 Gompertz 律下的生命表与经验生命表的对比。

二、主要内容：

1. 利用 ax 编制生命表；

2. CL（990～993）和 CL（2000～2003）死亡率的比较；

3. 编制换算表；

4. Gompertz 律下的生命表与经验生命表的对比。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讲解生命表内容并利用 Excel 编制生命表，与学生探讨科学与技术、

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既要认识理论的高度，也要重视掌握实践中解决

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操作。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五：人寿保险精算现值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人寿保险的精算现值表编制；

2. 掌握单增和单减寿险精算现值表的编制。

二、主要内容：

1. 编制终身寿险的精算现值（趸交保费费率）表；

2. 编制定期寿险的精算现值（趸交保费费率）表；

3. 编制两全保险的精算现值（趸交保费费率）表；

4. 单增和单减寿险精算现值表的编制。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人寿保险精算现值的实训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

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要精通业务、丰富经验、善于学习、勤奋

敬业等价值观。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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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六：生命年金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生命年金现值表的编制；

2. 掌握每年支付 m 次的生命年金表的编制。

二、主要内容：

1. 终身生命年金现值表的编制；

2. 定期生命年金 arn 现值表的编制；

3. 变额生命年金现值表的编制；

4. 编制每年支付 m 次的生命年金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生命年金的实训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充分调动

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要精通业务、丰富经验、善于学习、勤奋敬业等价

值观。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编程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人寿保险期缴纯保费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保费的计算；

2. 掌握分缴保费表的编制。

二、主要内容：

1. 完全离散保费的计算；

2. 指数效用保费的计算；

3. 编制分缴保费表。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人寿保险期纯保费的实训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

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要精通业务、丰富经验、善于学习、勤奋

敬业等价值观。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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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八：责任准备金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保险期末准备金表的编制；

2. 掌握利率和生命表对准备金的影响。

二、主要内容：

1. 定期寿险期末准备金表的编制；

2. 两全保险期末准备金表的编制；

3. 终身寿险期末准备金表的编制；

4. 考察利率对准备金的影响；

5. 考察生命表对准备金的影响。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8. 课程思政：通过责任准备金的实训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归属感和获得感，充分调

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要精通业务、丰富经验、善于学习、勤奋敬业等

价值观。

9.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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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机器学习》实训教学大纲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李 梦 玲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线性回归模型
一、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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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项目三：支持向量机

一、目的和要求：

应用支持向量机（SVM）的监督学习模型，能够分析用于分类和回归分析的数据。

二、主要内容：
1. 解决小样本下机器学习问题

2. 解决无局部极小值问题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支持向量机是基于统计学习理论的一种新兴的通用机器学习技术，让学

生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3. 时间安排：本实验 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践环节主要在装有 python/MATLAB 的计算机房如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项目四：K 均值聚类（k-means clustering）（非监督学习）

一、目的和要求：
应用基于划分的 k 均值聚类算法做聚类分析

二、主要内容：
1. K-Means 算法

2. 二分 K-Means 聚类算法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 教学方式：教师辅导，学生上机完成实验；

2. 课程思政：结合新冠疫情的案例介绍使用到的聚类分析技术，鼓励和引导学生学习

已有计算机技术，了解行业前沿技术，面对崭新的应用场景，努力实现数据分析技术创新。

3. 时间安排：本实验 4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本实践环节主要在装有 python/MATLAB 的计算机房如数模与仿真实验室完成。

五、考核方式：
提交报告的形式。

六、成绩评定：
提交实验报告并结合上机考试，百分制。

https://so.csdn.net/so/search?q=%E8%81%9A%E7%B1%BB%E7%AE%97%E6%B3%95&spm=1001.2101.300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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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与决策实训》教学大纲

学 时：16
学 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专业

执 笔 人 ： 罗 煦 香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使用 Eviews进行回归预测

一、目的和要求：

1.熟悉 Eviews 基本操作；

2. 掌握 Eviews 中的回归预测操作，包括线性回归预测和非线性回归预测。

二、主要内容：

3. Eviews 基本操作；

4. 用 Eviews 对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5. 用 Eviews 对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讲回归预测并利用 Eviews 操作，与学生探讨科学与技术、理论与

实际的辩证关系，培养学生既要认识理论的高度，也要重视掌握实践中解决问题的

具体办法和操作。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预测结果和 Eviews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views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使用 Excel进行时间序列预测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Excel 基本操作；

2. 掌握时间序列分解法和趋势外推法的 Excel 操作；

3. 掌握时间序列平滑预测法的 Excel 操作。

二、主要内容：

1. Excel 基本操作；

2. 在 Excel 中对时间序列使用分解法和趋势外推法进行预测；

3. 在 Excel 中对时间序列使用平滑法进行预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77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时间序列的预测，让学生近距离接触预测行业，提高学生的职业归

属感和获得感，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和积极性。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预测结果和 Excel 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自适应过滤法的MATLAB编程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MATLAB 基本操作；

2. 掌握自适应过滤法的 MATLAB 编程。

二、主要内容：

1. MATLAB 基本操作；

2. 自适应过滤法的 MATLAB 编程。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 MATLAB 编程，让学生近距离接触 IT 行业，充分调动学生的潜

力和积极性。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运行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MATLAB 程序和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Eviews中的 ARMA建模和预测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Eviews 中 ARMA 建模基本操作；

2. 掌握 ARMA 建模和预测。

二、主要内容：

1. ARMA 建模基本操作；

2. ARMA 建模过程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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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 ARMA 建模和预测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

基本的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预测与决策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views 运行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views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五：用 Eviews进行干预分析模型预测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Eviews 中部分样本和创建新序列的基本操作；

2. 掌握干预分析模型预测的 Eviews 操作。

二、主要内容：

1. 部分样本预测的基本操作；

2. 干预分析模型预测的 Eviews 操作。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干预分析模型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

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预测与决策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views 运行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views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六：灰色预测法的MATLAB编程

一、目的和要求：

1. 掌握 MATLAB 中的矩阵运算；

2. 掌握灰色预测法的 MATLAB 编程。

二、主要内容：

1. MATLAB 的矩阵运算；

2. 灰色预测法的 MATLAB 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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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灰色预测模型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

实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预测与决策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编程结果和 MATLAB 运行结果截图文

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MATLAB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用决策树做风险型决策问题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Visio 的基本操作；

2. 掌握风险型决策中决策树的绘制。

二、主要内容：

1. visio 的基本操作；

2. 风险型决策中决策树的绘制。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风险决策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务

方法，提高学生对预测与决策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Visio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Visio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八：用 Excel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

一、目的和要求：

1. 熟悉 Excel 基本计算操作；

2. 掌握多目标决策的 Excel 处理方法。

二、主要内容：

1. Excel 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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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Excel 做多目标决策问题。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0. 教学方式：上机操作。

11. 课程思政：通过多目标规划的实训课程，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熟悉基本的实

务方法，提高学生对预测与决策课程的兴趣，引导学生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要分

清主次，好钢用在刀刃上。

12. 时间安排：2 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察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结果和 Excel 结果截图文档。

六、成绩评定：

1.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

果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 Excel 截图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 学期末按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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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数学实训》实训教学大纲

学时：16
学分：1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执 笔 人 ： 宋 春 玲

审 核 人 ： 韩 晓 茹

编写日期：2022 年 4 月

项目一：绘制模糊统计直方图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用 Matlab 绘制模糊统计直方图。

二、主要内容：

1．会用 Matlab 循环控制语句计算矩阵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会用 plot 命令画出折线图。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基本语句技巧攻略讲解，讨论，实际操作。

2．课程思政设计：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绘制模糊统计直方图，确认

模糊集的隶属度函数，更好地理解隶属度的客观存在性和模糊统计方法的实际操作过程。培

养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更好地认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3．时间安排：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项目二：模糊矩阵的合成运算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用 Matlab 计算两个矩阵的模糊合成。

二、主要内容：

1．学会编写函数式文件；

2．会调用函数式文件计算两个矩阵的模糊合成。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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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方式：基本语句技巧攻略讲解，讨论，实际操作。

2．课程思政设计：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分清模糊矩阵的合成运算与经典运算的合成

运算之间的差异性，明确Matlab自带的矩阵的合成运算与这一次的上机项目的内容不是一样

的，培养学生建立数学概念、数学思维和数学应用之间严谨的一致性理念。

3．时间安排：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项目三：模糊聚类分析—数据标准化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用 Matlab 编制程序实现常用的数据标准化方法。

二、主要内容：

1．对于给定的数据实现平移标准差变换；

2．对于给定的数据实现平移极差变换。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基本语句技巧攻略讲解，讨论，实际操作。

2．课程思政设计：平移标准差变换和平移极差变换是模糊聚类分析的第一个必不可少

的步骤，如果不做这样的标准化处理，得到的聚类结果可能是不正确的，通过本实验项目的

教学，让学生认识到模糊聚类分析要想得到比较好的聚类效果，必须使用标准化的数据，即

模糊聚类分析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不能出差错，才能保证最后结果的合理性。

3．时间安排：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项目四：模糊聚类分析—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用常用的方法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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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1．用数量积法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2．用绝对值指数法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基本语句技巧攻略讲解，讨论，实际操作。

2．课程思政设计：经过标准化处理过的数据矩阵，必须通过合适的方法建立模糊相似

矩阵，才能以物以类聚的方式进行聚类。通过本实验项目的教学，让学生理解模糊相似矩阵

与数据矩阵之间的逻辑关联，理解不同的对象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建立与之匹配的模糊相似矩

阵，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聚类结果。

3．时间安排：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准确

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项目五：模糊聚类分析—动态聚类图

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进行模糊动态聚类并绘制动态聚类图。

二、主要内容：

1．对于给定的模糊相似矩阵，利用传递闭包法实现动态聚类；

2．对于模糊动态聚类的结果，绘制动态聚类图。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基本语句技巧攻略讲解，讨论，实际操作。

2．课程思政设计：在很多软件中，聚类的结果都以聚类图的方式呈现。通过本项目的

教学，让学生动手实践如何将动态聚类的结果变成一个直观的聚类图，更好地理解常见的聚

类图所代表的含义，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在软件输出结果和理论求解之间建立桥梁，做到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准确

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项目六：模糊线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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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和要求：

1．通过上机计算使学生学会程序的录入和 Matlab 的使用与操作；

2．会用 Matlab 进行模糊线性规划求解。

二、主要内容：

求解模糊线性规划的最优值和最优解。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教学方式：基本语句技巧攻略讲解，讨论，实际操作。

2．课程思政设计：模糊线性规划的求解是建立在经典线性规划求解的基础上，通过该

实验项目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新旧直接间建立联系，实现用旧的知识加上逻辑的梳理解

决新的问题，感受整体逻辑和框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3．时间安排：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校内数学与大数据学院机房或数学建模与仿真实验室。

五、考核方式：

强调实践操作，本实训环节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准确

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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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挖掘》实训教学大纲

学时：32
学分：2
适用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执 笔 人 ： 韩 晓 茹

审 核 人 ： 欧 阳 正 勇

编写日期：2022 年 3 月

项目一：数据挖掘基础

一、目的和要求：

要求学生从实际案例出发，了解建立数据挖掘的基本任务、数据挖掘的建模过程和常用

的数据挖掘建模工具，为后面具体实际操作打下基础。

三、主要内容：

（一） 某知名连锁餐饮企业的困惑

（二） 从餐饮服务到数据挖掘

（三） 数据挖掘的基本任务

（四） 数据挖掘的建模过程

（五） 常用的数据挖掘建模工具

三、教学方式、课程思政和时间安排：

1．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与挖掘对于国家和个人都非常重要，例如

目前新冠疫情就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得到整个病毒的发展状况，有利于国家采用更加准确

的措施来防疫。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决心和信心。

3．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二： MATLAB 数据分析工具箱简介

一、目的和要求：

（一）会安装 MATLAB 软件，

（二）掌握该软件的入门操作

（三） 了解其常用工具箱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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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ATLAB 的安装

（二）MATLAB 使用入门

（三）MATLAB 数据分析工具箱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通过讲解 Matlab 在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中的重要例子，激发学生学习

Matlab 技术为国家大数据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3．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2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三：数据探索

一、目的和要求：

（一）理解并掌握对数据质量分析的方法：缺失值分析、异常值分析和一致性分

析。

（二）掌握对数据特征进行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三）掌握 MATLAB 主要数据的探索函数及其应用。

二、主要内容：

（一）缺失值分析，异常值分析，一致性分析

（二）分布分析，对比分析，统计量分析，周期性分析，贡献度分析，相关性分

析

（三）统计特征函数，统计作图函数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在讲数据分析时，可以讲点数据分析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让学生感

受到中国力量，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激励学生，渗透育人元素。

3．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6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四：数据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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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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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设计：在讲挖掘建模的方法时，可以讲点数据分析在京东平台等互联网市场

中的应用，让学生感受到大数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感受到中国在大数据行业的领先

优势。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激励学生，渗透育人元素。

3．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8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六：航空公司的客户价值分析

一、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案例 K-Means 聚类算法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使学生掌握在实际问题中进行数

据挖掘的方法和步骤。

二、主要内容：

本项目结合航空公司客户价值分析的案例，重点介绍了数据挖掘算法中的 K-Means 聚
类算法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支队客户价值识别传统的 RFM 模型的不足，采用 K-Means 聚
类算法进行分析，并详细地讲解了数据挖掘的整个过程，并对其相应的算法提供了 Matlab 上

机实验。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通过讲解大数据在航空公司的应用，让学生感受到大数据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性，感受到中国在大数据行业的领先优势。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激励学生，渗

透育人元素。

3．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项目七：基于关联规则的网站智能推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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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案例关联规则在网站推荐方面的应用，使学生掌握在实际问题中进行数据挖掘的

方法和步骤。

二、主要内容：

本项目结合基于关联规则的网站智能推荐服务的案例，重点介绍了关联规则在网站推荐

方面的应用。利用用户访问数据提取用户每次访问所经过的页面记录，采用关联规则模型得

到强关联规则以用于智能推荐，同时利用用户访问网页类别的特征进行聚类，识别出网站的

高价值用户并进行推荐服务。

三、教学方式和时间安排：

1．Windows 环境下 MATLAB 语言

2.课程思政设计：通过讲解大数据在网络智能推荐中的应用，让学生感受到大数据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感受到中国在大数据行业的领先优势。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激励学

生，渗透育人元素。

3．理论讲解完毕后上机，时间：4学时；

四、场所安排：

江湾校区校内基础实验楼 206 室

五、考核方式：

采取开放式作业考查为主，要求课后提交相关的程序和文档。

六、成绩评定：

1．检查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计 20%，上机实际操作情况计 30%，实训内容完成情况、结果

准确程度以及提交的程序和文档材料计 50%，综合评定给出实训成绩；

2．学期末根据完成的情况给出成绩作为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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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证券投资学》实训教学大纲说明

《证券投资学》实训由本校的经法学院教师授课，故教学大纲

由该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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