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精算》实验教学大纲 

  

 

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为非独立性实验、实验课程，主要是在《保险精算》课堂教学当中，作为一个

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设立。保险精算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该学科在保险实务中

的应用涉及到很多模型和大量的计算，所以其具体运用都是借助相关软件来完成，学生要想

对精算学科的具体运用有一个感性认识就必须通过使用一些相关软件在实际操作中来体会。

因此，本实验、实验课的设立，就是要让学生初步地了解保险精算实务中相关软件的操作及

原理。 

 

 

二、教学要求与教学方法 

    全部内容包括，寿险精算中的趸交保费的计算、年金现值的计算、分期保费的计算、

责任金的计算、保单现金价值的计算、团体寿险与养老金的计算，和非寿险精算中的风险保

费的计算、经验费率的计算、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算。每次实验教学都要与课堂理论教学有

机的结合起来，穿插进行。 

    每次实验之前，教师讲授实验的重点和操作要领，给出相关的模拟数据，让学生切实把

握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任课老师也要到现场指导，解决学生遇到的疑难问题。 

 

 

三、教学学时分配和安排 

周 次 实  验  内  容 学 时 数 

3 实验一：趸交保费的计算 2 

4 实验二：年金现值的计算 2 

5 实验三：分期保费的计算 2 

7 实验四：责任准备金的计算 2 

9 实验五：保单现值的计算 2 

11 实验六：团体寿险与养老金的计算 2 

13 实验七：风险保费的计算 2 

15 实验八：经验费率的计算 2 

17 实验九：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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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内容和要求 

实验一  趸交保费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趸交保费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保费的影响。 

 

 

 

实验二  年金现值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年金现值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年金现值的影响。 

 

 

 

实验三  分期保费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分期保费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分期保费的影响。 

 

 

 

实验四  责任准备金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责任准备金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责任准备金的影响。 

 

 

 

实验五  保单现值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保单现值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保单现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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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团体寿险与养老金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团体寿险与养老金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团体寿险与养老金的影响。 

 

 

 

实验七  风险保费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风险保费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风险保费的影响。 

 

 

 

实验八  经验费率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经验费率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经验费率的影响。 

 

 

 

实验九  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算 

 

目的要求：掌握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计算程序，了解相关软件的编写。 

教学内容：1．精算条件的相关参数。 
2．参数变动对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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