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线性回归及 t 检验、F 检验 
                 ——个体价值与总体价值实现 

谭  宇  经济与管理学院 

 

引言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学习包括模型参数估计、模型检验，其中模型检验包括：

拟合优度检验、t检验、F检验和置信区间估计。t检验、F检验是模型检验的重

点和难点。本案例通过学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及 t检验和 F检验的内涵，理解两

者之间的关系，用个人的目标价值实现引入马拉松世界杯冠军山田本一的成功经

验分享、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每个个体的作用以及党组织对

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阐放明，说明总体目标的

实现与每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同时推动整个社会总体的进步和发展。 

一、课程基本信息 

《计量经济学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类专业八门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

授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模型检验和放宽假定模型

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性、序列相关性、内生解释变量及模型设定偏误等。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 t检验、F检验是模型检验的重点内容，其中 F检验是

难点内容，通过案例教学能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 t 检验、F

检验。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首先通过 t 检验、F 检验知识点的学习，重点强调 t 检验、F 检验是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检验的重要知识点，特别是二者的关系；通过 t检验、F 检验二者的

关系引入个体价值与总体价值的关系；通过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山本田一，



他曾在 1984 年和 1987 年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中，两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故事引入

“小目标与大目标”“个体发展与总体意愿”课程思政元素，使学生深刻理解“个

体价值与总体价值”的关系。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本案例教学，达到以下三个层次的目标： 

（1）知识目标：引导学生学习并理解多元线性回归模型、F检验、t检验基

本思想以及检验统计量的构造方法、表达式，学习了解 F检验和 t检验之间的关

系，进-步理解个人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 

（2）能力目标：使学生能够具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准确使用 F 统

计量和 t统计量进行统计检验分析的能力，能够理解 F检验、t检验的统计内涵

及其对具体问题的应用。 

（3）价值目标：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白个人价值实现的途径和

重要性，理解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社会总体价值之间的关联，引导学生为实现自

我价值而努力。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准备 

通过学习通提前发布本次案例教学的如下准备： 

1.复习《统计学》课程统计分布知识点； 

2.复习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概念、拟合优度检验、t检验等知识点； 

3.复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概念、拟合优度检验等知识点； 

4.预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检验、F检验知识点。 

（二）教学实施 

1.知识点学习 

（1）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简单线性回归不能进行多因素问题的分析，因此将只有一个解释变量的一元

线性回归模型推广到有多个解释变量的情况，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于有（k-

1）个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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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1,2，...k）是偏回归系数，样本容量为 n。 

（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 检验） 

为了说明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或整个方程总

的联合显著性情况，需要对方程的总显著性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F检验（见

图 1）。其原假设为： 

0...: k210 ==== H  

（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其备择假设为：H1：βj（j=2，3，...，k）不全为 0 

由此建立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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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检验示意图 

根据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a，得到 F分布表中自由度为（k-1，n-k）的临界值

Fα（k-1，n-k），并通过样本观测值即可计算 F 值。如果计算的 F 值大于临界值

Fα（k-1，n-k）（小概率事件发生）则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模型有显著意义，

即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 Y确有显著影响；如果计算的 F值小于临界值 Fα（k-

1，n-k）.（大概率事件发生）则不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模型没有显著意义，

即所有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 Y没有显著影响。 

（3）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t 检验） 

在一元回归中 F检验与 t检验等价，但在多元回归中，F检验显著，不一定

每个解释变量都对 Y 有显著影响，还需要分别检验当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

各个解释变量 X对被解释变量 Y是否有显著影响。 

其原假设为： ），，（ kH ...2,1j0: j0 ==  

备择假设为： ），，（ kH ...2,1j0: j1 =  



构造 t统计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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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显著性 水平 α ，查 t 分布表的 临界值为 ）（ knt 2/ − ，如果

）（）（ knttknt- 2/2/ −−  （大概率事件发生），不拒绝原假设，即认为βj 所对

应的解释变量 Xj 对被解释变量 Y 的影响不显著；如果 ）（ kn-tt 2/ −  或

）（ kntt 2/ −  （小概率事件发生），拒绝原假设，即认为βj所对应的解释变量 Xj

对被解释变量 Y的影响是显著的。 

在多元回归中，可以做 F检验，也可以分别对每个回归系数逐个地进行 t检

验。那么 F检验与 t检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关系主要为： 

整体的 F检验显著并不见得个别系数的 t检验也显著； 

个别系数的 t检验显著则整体 F检验通常也是显著的。 

因此在多元回归中，既要做 F检验，又要进一步分别对每个回归系数逐个地

进行 t检验。 

2. 思政元素导入 

（1）小目标与大目标 

实现人生价值是一个人的最高精神需要，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大家一生中都

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及人生目标不断努力奋斗，而往往人生价值是比较抽象

并且宏远的，因此在实现自我人生大目标时不妨将其分解为一个个小目标，或者

分解为不同阶段的目标逐个突破，将每个小目标落到实际学习工作中，每一个小

目标类似于多元回归中的每一个 Xi，它们对最终目标 Yi的影响程度大小不一，将

每一个小目标都能够有计划地实现，使其对最终目标的影响得以显著表现，那么

大大小小的目标加总联合起来就会对人生价值这一多元回归产生显著影响，同时

最终目标也将被这些小目标所影响得以实现。所以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一定的

难题时可以将其划分为多个小问题去解决，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终将实现自

己的目标。 

（2）个体发展与总体意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

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

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在整



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群众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分解到每一个个体身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能够归结到每个个体的发

展和进步中。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对

于人民的定义是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

护祖国统-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因此中国历史的每一一项成果

都凝聚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汗水，蕴含着中国人的巨大牺

牲，而对于中国未来的建设也自然离不开这些个体力量的结合和统一。 

3. 案例介绍 

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山本田一，他曾在 1984年和 1987年的国际马拉松

比赛中，两次夺得世界冠军，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山田本一总

是回答：“凭智慧战胜对手!”。然而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比赛主要是运动员体力

和耐力的较量，爆发力、速度和技巧都还在其次。因此对山田本一的回答，很多

人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十年后，这个谜底被揭开了，山田本一在自传中这样写

道：“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

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标志是银行；第二标志是一棵古怪的大树；第三标志

是一座高楼....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结束。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

向第一个目标冲去，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

40多千米的赛程，被我分解成几个小目标，跑起来就轻松多了。开始我把我的目

标定在终点线的旗帜上，结果当我跑到十几千米的时候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

前面那段遥远的路吓到了。”全赛程中以较快的速度跑完每个小段距离，也就意

味着每个小目标是显著成功了，那么联合所有小目标的全程马拉松这一大目标也

自然显著成功。 

4. t 检验、F 检验与思政元素融合 

（1）个体价值及总体价值实现 

人生道路也类似于一场路程遥远的马拉松，只有将人生大目标划分为每个时

间阶段的小目标，类似于每个小赛程，在每个小赛程中奋力奔跑，取得显著成果

和进步，自然整个人生道路也是有显著成果和进步的。当目标被清晰地分解了，

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显现了，在我们实现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及时地得到



一个正面的激励，就相当于一个 t检验的显著效果，这对于培养我们挑战目标的

信心作用是巨大的，因而最后每一个 t检验都是显著的，联合起来的总体 F检验

也是显著的。当大多数人都能够将自己的能力进行充分发挥并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时，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将指

日可待。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总体目标类似于多元回归模型中的

被解释变量 Yi，为实现这一伟大宏远的目标，我们党提出分为五个具体的建设目

标进行。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

五大建设目标下设有很多更加具体的小目标，因而构成了类似于多元回归中的五

个解释变量 Xi。这五大建设目标覆盖了我国各方面的发展，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是要在各方面都得到一定的成就后才能实现的，因此当我国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能够获得显著性成就与发展时，

即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多元回归模型中的各回归系数的

t检验是显著的，那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得以显著表现。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一）教学效果 

1. 知识点的理解与强化 

通过本次案例教学基本实现了学生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检验、F检验内涵

及型 t检验、F检验的关系的理解，即：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F统计检验，目的在

于检验解释变量总体上是否显著的；多元回归模型中各回归系数 t 统计量检验，

目的在于检验解释变量每个解释变量是否显著的。 

2. 深刻理解“个体价值及总体价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五位一体” 

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社会活动中，从多层

次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发展，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及自我能力的发展和进步，自然同

时能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由众多个体组成，个体在社会中的积极表

现给社会总体带来的价值将是巨大且有深远意义的。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整个社会能否有长足发展靠的



是多方面的进步，只有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统筹规划，多元并进，才能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 

（二）教学反思 

如何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分析生活中我们通常会遇到很多任务或者工

作要进行，而往往这些任务并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将每个任务尽可能地细分，落

实到具体的细节工作中。 

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通过前期安排学生查阅文献资料，从理论层面了解模型

的构建以及具体应用方面；中期根据已有的前人研究和相关数据代码进行实际上

手操作，根据他人研究成果，并结合之前所学习的模型理论知识，理解统计软件

输出结果的意义和可解释性；后期使用自己所感兴趣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模型构

建，尝试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实际经济问题等。这样三个步骤就可以对模型有较为

深刻的理解，实现划分后的每个步骤成果显著有效，最终学习模型的效果也一定

是显著有效的。 

在进行思政课程的讲解时，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一步步深入，从联系每个

学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引入，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实施，这样有助于

学生理解专业知识，并且可以深入理解国家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促使学

生关注国家大事、关注国家治理，从而激发学生关注国家政策理论的主动性，并

且将政策理论实践细化到每个个体的实际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