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河学院课程教案 

课程 

类型 

必修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 √ ） 

考核 

方式 

考试（√  ）； 

考查（  ） 

选修 限选课（  ）；任选课（  ） 

章节名称 第一章  回归分析概述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理解变量间的两种关系：函数关系、相关关系； 

2.理解回归方程的定义与回归名称的由来。 

3.了解回归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 

4.掌握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及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5.了解回归分析应用与发展评述。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研究客观世界的事物之间联系能力； 

2.培养学生建立回归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3.培养学生查阅梳理文献资料的能力。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变量间关系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养成用普

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习惯，有效认识和把握事物间的客观联系； 

2.通过回归名称由来的介绍，让学生学习历史上著名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培养创新意

识，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3.通过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的学习，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认识不确定性和确定性

的辩证关系； 

4.通过回归模型建立过程的学习，让学生理解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思想，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5.通过对于回归分析应用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学

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  学 

重  点 

难  点 

教学重点：理解变量间的关系、回归方程的定义；掌握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教学难点：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思政映射

与融入点 

思政元素融入点 1： 

融入点：变量间的关系。 

思政元素：让学生认识到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养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

问题的习惯，有效认识和把握事物间的客观联系。 



两者映射关系：客观世界中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科学等现象间的各种经济变量一般存在

着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制约关系          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 

思政元素融入点 2： 

融入点：回归名称的由来。 

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两者映射关系：回归名称来源于科学家探索遗传规律时的成果与发现          科学

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体现的探索精神对于树立正确的科学观的引领价值。 

思政元素融入点 3： 

融入点：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 

思政元素：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 

两者映射关系：回归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确定函数关系和随机误差项，体现了回归模

型是确定性和非确定关系的对立统一，不确定性是现象，确定性是本质         现象 

与本质对立统一，现象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在根据，现象离不开本质，

本质也离不开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思政元素融入点 4： 

融入点：建立实际回归模型的过程。 

思政元素：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两者映射关系：建立实际回归模型的过程中，首先将实际问题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

抽象成理论模型，然后进行模型求解、检验及评价改进，最后将理论模型应用于解决

实际问题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 

思政元素融入点 5： 

融入点：回归分析应用与发展评述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两者映射关系：（1）回归分析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价值，能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类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促进我国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 

（2）回归分析的发展历程是无数科学家前辈们夜以继日的奋斗历程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敬业。 

教学方法 

和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示范、启发、讨论、探究等方法相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教学手段：将现代化教学工具如手机，电脑，投影仪等，学习平台如学习通，智慧树

等，网络交流平台如 QQ,微信等，传统教学工具如黑板等，教材及参考书籍等紧密结

合。 

 

 

 

 

 

 

教学过程 

教学组织 教学内容 设计目的 

知识回顾 
1.高中数学中线性回归相关内容； 

2.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特征。 

通过知识回顾

为后面的教学

环节奠定必要

知识基础，建

立学生学习的



自信心。 

课程导入 

    列举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常见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

引导学生体会研究这些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性，

引出本节课教学内容。 

从实际问题出

发进行课程引

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主体部分 1 

为什么学 

变量间的统计关系 

函数关系（确定性关系） 

举例说明 

例 1  商品的销售额与销售量之间的关系 

y = px 

例 2  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2.55％，存入的本金用

x 表示，到期的本息用 y 表示为 

y=x+2.55%x 

例3  一家保险公司承保汽车，每辆保费收入为1000元，

如果把承保总收入记为 y，承保汽车辆数记为 x，则 

y=1000x 

 

图 1-1  函数关系图 

任意两个变量间的函数关系表达式 y=f(x) 

例 4  原材料消耗额 y 与产量(x1) 、单位产量消耗(x2) 、

原材料价格(x3)之间的关系 

y = x1 x2 x3 

变量 y 与 p 个变量 x1,x2,…,xp 之间的函数关系表达式 

y=f(x1,x2,…,xp) 

启发学生给出变量间确定性函数关系的定义 

当一个或若干变量取一定数值时，某一个变量有确

定的值与之相对应，变量之间的这种关系被称为确定性

的函数关系。 

让学生说一说身边存在的变量间的确定性关系 

相关关系（非确定性关系） 

通过经济社会

当中存在的各

种经济现象之

间的关系引入

变 量 间 的 关

系，培养学生

的自主思考的

意识，让学生

认识到事物的

联系具有普遍

性、客观性，

养成用普遍联

系的观点看问

题的习惯，有

效认识和把握

事物间的客观

联系。 

 



举例说明 

例 5  1.子女身高 (y)与父亲身高(x)之间的关系； 

2.收入水平(y)与受教育程度(x)之间的关系； 

3.粮食亩产量(y)与施肥量(x1) 、降雨量(x2) 、温度(x3)

之间的关系； 

4.商品的消费量(y)与居民收入(x)之间的关系； 

5.商品销售额(y)与广告费支出(x)之间的关系。 

 

图 1-2  y 与 x 非确定性关系 

启发学生给出变量间统计关系的定义 

变量间具有密切关联而又不能由某一个或某一些变量

唯一确定另外一个变量的关系称为变量间的统计关系

或相关关系。 

相关关系的研究：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二者的主要差别: 

1.回归分析中变量地位不一样：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相关分析中变量 x 和 y 地位一样； 

2.相关分析中变量 y 与 x 全是随机变量。而回归分析中，

因变量 y 是随机变量，自变量 x 可以是随机变量，也可

以是非随机的确定变量。 

3.相关分析刻画两类变量间线性相关的密切程度。而回

归分析揭示变量 x 对变量 y 的影响大小，并进行预测和

控制。 

主体部分 2 

起源 

回归方程和“回归”的名称由来 

“回归”的名称由来 

介绍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生平和主要成就。 

通过介绍科学

家的生平和主

要成就，让学

生体会到科学

研究是一个锲

而不舍，不断

奋斗的过程，

让学生树立正



 

英国统计学家 F.Galton(1822-1911 年)。F.Galton 和

他的学生、现代统计学的奠基者之一 K.Pearson(1856—

1936 年)在研究父母身高与其子女身高的遗传问题时,观

察了 1078 对夫妇及其成年儿子的身高，得到回归方程 

xy 516.073.33ˆ +=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启发学生理解“回归”的由来 

父母身高与子女身高的关系: 

无论高个子或低个子的子女的身高都有向人的平

均身高回归的趋势。 

回归方程 

启发学生将 x与 y的关系转换成 x与E(y|x)的关系研究，

确的科学观。

通过“回归”

由来的介绍激

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即从平均意义上研究二者的关系。 

统计关系：给定 x 值，y 值不确定 

回归函数：f(x)=E(y|x) 

理论回归方程：E(y|x)=α+βx 

样本观测值：(x1,y1),(x2,y2),…,(xn,yn)代入得： 

经验回归方程：  

主体部分 3 

学什么 

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及其一般模型 

回归分析的主要内容 

 

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 

启发学生引入随机因素构建随机模型 

设 x1,x2,…,xp 为确定性变量，y 为随机变量，则概率

模型为 

 

随机误差项主要包括下列因素的影响： 

1.由于认识的局限或时间、费用、数据质量等的制约未

引入回归模型但又对回归被解释变量 y 有影响的因素。  

2.样本数据的采集过程中变量观测值的观测误差。 

3.理论模型设定的误差。  

4.其他随机因素。 

线性回归模型 

 

线性：回归系数线性 

 

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 

1.解释变量是非随机变量，观测值是常数； 

2.零均值、等方差及不相关； 

通过教学，使

学生初步了解

回归分析的基

本内容和回归

模型的一般形

式，为以后的

教 学 奠 定 基

础；培养学生

透过不确定性

关系去寻求内

在的确定性关

系，注意二者

的辩证统一。 



3.正态分布； 

4.样本量个数大于自变量个数。 

主体部分 4 

怎么学 

 

建立实际问题回归模型的过程 

 

通过回归模型

建立步骤的讲

授，让学生充

分认识到理论

源于实践，又

指导实践的辩

证过程，培养

学生实事求是

的工作态度；

让学生认识到

回归模型建立

过程环环相

扣，缺一不可，

每一步都是一

个系统的工程 

主体部分 5 

课外拓展 

回归分析应用与发展述评 

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数据预测为例，引入回归分析

的广泛应用性。 

学生讨论学习回归分析的重要应用价值。 

布置学生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梳理

回归分析发展历程，并绘制思维导图对梳理结果进行展

示。 

通过本环节的

教学，使学生

充分认识到回

归分析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

用，提升学生

文献资料梳理

的能力。 

总结 

1.为什么学习回归分析 

2.回归分析学习什么 

3.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和建模基本步骤 

 

本节内容

最新研究

进展 

回归分析模型的建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数理统计的束

缚，引入了非参数统计方法，建立非参数回归分析回归

模型 

 

课后活动 查阅文献资料，梳理回归分析发展脉络  



作业题 

和思考 

题布置 

作业题：将梳理的回归分析的发展脉络以思维导图形式呈现，提交智慧树平台 

思考题：随机误差项的意义是什么？ 

参考资料 

回归分析，谢宇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级回归分析，（美）埃里森 等著，吴晓刚 主编，格致出版社。 

应用回归分析，王黎明，陈颖，杨楠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近代回归分析方法，梅长林，王宁 编著，科学出版社。 

实用回归分析，何晓群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要求自 

学内容 

 

回归分析发展评述 

双语内容 无 

教学后记 

（经验教

训、学生

反映、改

进意见） 

 

教研室主

任审查签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