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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大思政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思政教学

比赛中参赛作品《多个事件的独立性》教学设计(20分钟)为例，介绍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教学

的设计思路以及教学过程设计。教学实践表明，思政教学中若能合理设计教学思路，创新教学手段能够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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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grasp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a larg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Taking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Multiple Event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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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idea and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if we can reasonably design the teaching train of though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can get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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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2018 年教育部在四川大学召开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简称会议)。会议指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的重要标志；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迫切；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高校理工、经管类等专业重要的公共数学基础课，对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随机问题的处理有重要的作用。提

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课堂教学质量，注重育人效果，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

本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该课程在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

基本运算能力、随机事件应对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问题的能力、处理数据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能够为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3]。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

的教学理念，要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挖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思政元素，从唯物辩

证法、名人名言、寓言故事等方面积累思政素材与案例，在课堂教学设计中将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到课

程理论内容中去，调动学生发挥学习主动性，积极参与各个教学环节，自主思考，有效促进了学生对课

程知识的理解、掌握、拓展与深化，实现了思想的传递和升华。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4]。推进理工类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核心

在于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科学精神的当代大学生[5]。为实现专业课程思政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立德树

人协同目标[6]，我们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中，对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评价等实现了一系列改

革和实践。本文基于思政视角，介绍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多个事件的独立性”的教学设计，具体包

括新课引入、内容讲解、课堂活动及课堂小结几个教学环节，完整地展示了一节 20 分钟的课堂教学的教

学设计。 

2. 教学内容与学情分析 

2.1. 教学内容分析 

多个事件的独立性是节选自《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第一章第 5 节《事件的独立性》，是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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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概型、条件概率及乘法公式基础上，给出的计算乘积事件的概率的一种方法，而且在后续课程随机变

量的独立性中也会沿用其思想。因此，事件的独立性是概率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7]。通过本小节的学习，

能让学生掌握独立事件概率计算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是理工专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从学生的知识储备上来看，学生已经学过了概率的基本概

念及其性质、古典概型以及条件概率，能够处理简单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会计算简单随机事件的概

率。本节课的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虽然有了前期的知识准备，还必

须有效调动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规律的能力，

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8]。 

3. 教学设计思路及过程 

3.1. 教学设计思路 

本节课程设计紧扣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三个教学目标。一方面“以学生为中心，以

产出到导向”，通过讲授、讨论、启发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理解新课内容，另一方面结合课程思政目标

及思政元素设计实践案例、课堂练习等环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加强知识的理解、

内化以及应用。具体设计思路如下： 
1) 课程引入环节：设计实际背景的案例“近防炮问题”，一方面通过启发合引导分析案例中的概率

论问题从而引出新课；另一方面融入思政教学目标，同时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概率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合热气。 
2) 新课讲解环节：首先讲授多个事件的独立性的定义，并推广到 n 个事件相互独立的情况。接着引

导学生思考利用多个事件的独立性来简化计算多个事件和的概率并最终给出简化计算公式。引导学生理

解难点，并完成知识的迁移和内化，也为下一步分组课堂练习作铺垫。 
3) 课堂分组练习环节：本环节设计了两个练习(“近防炮”问题和趣味练习“一个诸葛亮顶三个臭皮

匠”)，练习均通过分组方式完成。分组练习一方面巩固和加深对新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一方面锻炼学

生的团队协作意识。设计不同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融入了思政教学目标。 
4) 课堂小节与作业布置：引导学生自己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小节，重申重难点。在作业布置上除了

完成课本习题外，还额外布置趣味作业，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及调动学习积极性。 

3.2. 教学设计过程     

3.2.1. 课程引入 
围绕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计了以国防“近防炮”为背景的案例。导入引例内容为：“近防炮”是

一种舰艇上使用的防空、反导系统。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子弹对目标进行撞击。假设每发子弹

是否命中是互不影响的，且命中率均为 0.004。若系统发射 100 发子弹，求至少命中一发的概率。 
引例设计分析：从问题求解角度，引出多个事件的独立性的定义，同时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独立性问

题产生的背景，带着问题有目的的学习，为整堂课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实例引导学生理解随机事件的

关系及多个事件的和事件概率的计算。问题分析后可以介绍一下各国近防炮的情况，尤其是我国近防炮

的发展情况。通过这个例子，鸿扬国威和军威，培养学生爱国情操，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

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最后引导学生思考：多个事件和的概率该怎么计算，直接用加法公式，几乎无法

完成，通过探讨有没有新的角度来计算和事件的概率，从而自然地引入新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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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例求解： 

iA 表示第 i 发子弹击中目标， 1,2,3, ,100i =  。则事件“至少命中一发”可表示为 1 2 100AA A  ，

从而所求概率为 ( )1 2 100A AAP   . 

( ) ( ) ( )1 2 1001 1i iP A P A A A AP= − = −    

3.2.2. 新课讲解 
基于课程内容的理论性较强，新课内容以讲授为主，借助新媒体手段展示课件，通过讲授和启发式

教学让学生掌握和理解多个事件相互独立的定义及其重要意义。引导学生利用新知识求解多个事件和的

概率，完成对知识的迁移和综合应用。 
通过引例及其分析，下面给出多个事件的独立性的定义。 
定义 1 [4]：设 A、B、C 是三个事件，如果满足： 
(1) ( ) ( ) ( )P AB P A P B= ⋅  
(2) ( ) ( ) ( )P AC P A P C= ⋅  
(3) ( ) ( ) ( )P BC P B P C= ⋅  
(4) ( ) ( ) ( ) ( )P ABC P A P B P C= ⋅ ⋅  
则称事件 A、B、C 相互独立。如果只满足(1)、(2)、(3)式，则称事件 A、B、C 两两独立。 
注意：(1) 三个事件 A、B、C 相互独立与 事件 A、B、C 两两独立之间不等价；(2) 三个事件的独立

性与两个事件独立性的联系。 
推广：n 个随机事件的独立性的含义 

定义 2：设 1 2, , , nA A A 为 n 个随机事件，若对 2 k n≤ ≤ ，均有 ( ) ( )1 2 1k j

k
i i i ijP A A A P A

=
=∏ ，则称

1 2, , , nA A A 相互独立。 

简化和事件概率的计算： 
设 1 2, , , nA A A 为 n 个相互独立的事件，则至少有一个发生的概率为： 

( ) ( )
( ) ( ) ( ) ( )

1 2

2

1

1 1

2

3 2

1

1 1

n n

n n

A A P A AP A A

A A A A A A AP P P P

= −

= − = −

   







 

3.2.3. 课堂活动 
设计意图：(1)“引例求解”，让学生按分组讨论情况，利用新学方法，将导入引例进行完整求解，

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内化能力和实践能力。(2)“趣味练习”，让学生分组讨论名言警句“三个臭皮匠顶一

个诸葛亮”中蕴含的概率知识。通过分组讨论，培养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自主学习、小组合

作学习的习惯。通过名言激励，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利用概率论知识对实际问题建模的能力。增强学

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同时提醒学生讲究团队协作的同时还要记得自我提升。 
(1) 引例求解： 
解：设用 iA 表示第 i发子弹击中目标， 1,2,3, ,i n=  。则事件“至少命中一发”可表示为 1 2 nAA A  ，

且 1 2, , , nA A A 相互独立， ( ) 0.004iP A = ， 1,2,3, ,100i =  。从而所求概率为： 

( ) ( ) ( )100
1 2 1 21 1 1 0.004 0.33n nA A P AAP A A= − = − − ≈     

(2) 趣味练习 
给出名言：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将学生分成 A、B 两组，让学生结合新课，试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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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概率知识解释这一句名言。 
分析： 

 

 
 

分析求解： 
 

 

3.3. 课堂小结 

(1) 多个事件的独立性的定义(重点)； 
(2) 多个事件独立条件下，和事件的概率简化计算公式(难点)。 

3.4. 课后拓展作业 

试利用所学概率论知识，解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4. 结语  

本文通过设计典型案例“射击导弹问题(近防炮)”以及利用名言警句，自然地将思政元素融入新课，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同时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团队协作意识。无论是实践教学还是

参加教学比赛都获得了较高的效果。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均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和较大的情感投入，通过提问和交流说明学生

已初步获得较理想的学习效果。其中，“趣味练习”的课堂气氛最热烈，练习效果最好。本文中的教学

( )
( ) ( ) ( )

1 2 3

1 2 31

1 0.5 0.55 0.6
0.835 0.8

P A A A

P A P A P A= −

= − ⋅ ⋅
= >

  ( )
( ) ( ) ( )

1 2 3

1 2 31

1 0.5 0.6 0.7
0.79 0.8

P B B B

P B P B P B= −

= − ⋅ ⋅
= <

 

A组 B组

“臭皮匠团队”胜出 “诸葛亮”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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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加了本学院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比赛并获得院内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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