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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学科，在金融、保险、经济与企业

管理、医学等各领域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公共基础课更需要与思政教育进行融合，挖掘和完善基础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本

文以二项分布为案例，探讨了混合式的教学模式下融入思政案例，实现传授知识，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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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 mathematical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and ex-
plores the laws of random phenomena in the objective world. 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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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fields such as finance, insurance, econom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medicine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Xi’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ferenc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public basic courses need to be in-
tegrate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xplore and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basic courses. Taking binomial distribution as a case,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in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to achieve 
knowledge teach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value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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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让各类课程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与担当贯穿到公共基础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是研究大量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数学学科，由于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工农业生产等

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在高等学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各个相关专业必修的一门数学课

程，是学生学习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重要工具。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公共基础课需要与思政教育进行融合[1] [2] [3]，挖掘和完善基础课程的思政

教育资源。该课程目前的教学状况从开课历史、发展史、课程本质到相关应用价值，具有与课程思政有

机融合的优势，通过学习不仅可以掌握相关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

能力，而且能够锤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和科学创新的精神，更具有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的功能。 
课程思政的建设离不开教学的设计和实施，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工作实际，以二项分布知识点讲授

为例，给出融入思政案例的课程教学设计思路。通过思政案例，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塑造高尚的

爱国主义情操，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隐性育人效果。 

2.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学科，在金融、保险、经济

与企业管理、医学，气象与自然灾害预报等各领域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课程包含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两个部分，本课程是理工科二年级必修的公共基础课，是学习后续课程的先修课程。由于随机现象的普

遍性，使得这门课程比数学类其它课程更便于开展思政教育，这也使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进行课程思政

具有可行性。但是它的思想方法与学生以前接触的数学课程都不一样，以及不同专业知识与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的相关性不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直是学生普遍认为比较难学的数学课程。因此在学习中学生

的学习兴趣不高。怎样在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这门课的主要内容的同时深刻领会其思想精髓及思政元素，

是很多教师一直关注的问题。这门课程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是在进行知识的传授、价值的引领与能力培

养相结合的同时，将挖掘的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通过思政案例，在课堂上传播正能量，让学生体会

到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让融入在课堂教学中的思政元素成为学生在求学、做人、做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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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动力源泉，从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立体化育人的目的。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概率统计课堂教学中呢？

我以“二项分布”这一知识点的讲授为例，讨论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融入了思政案例的教学设

计思路及特色。 
1) 利用网络资源和教材对教学内容精心的信息化设计，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前发布问卷调查，

了解学生前置课程的学习情况和学情分析，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做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2) 借助网络平台把新课需要用到的前置课程知识点和新课预备知识，探究的问题提前推送给学生，

使学生旧知识和新知识有效衔接。如在讲授本节课知识点时将多项式二项展开、n 重贝努利概型、函数

最大值求解以及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律等和新课预备知识以及探究的问题提前推送给学生，使学生

旧知识和新知识有效衔接。 
3) 本节课首先创设情景，激发求知欲，抓住学生注意力。课程思政的实施需要以一个学生感兴趣的

问题切入，同时能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本节课以抗击疫情中方舱医院医疗设备的维修与维护问题引入

课程内容，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尽快进入上课状态的同时，激发学生爱国情怀，让学生体会

中国速度，提升学生民族自信。 
4)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积极参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过程，激发学生思维参与、行为参与、

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品质塑造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对于这门课的教学大多理工科学校都是大班授课。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大班教学人数众多，

教师不能关照到每一个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减少，学生个性差异和独特性极易被忽视，课堂参

与度较低，学生学习缺少动机。  
所以在引入抗击疫情中方舱医院医疗设备的维修与维护案例，二项分布应用案例以及在解决问题时

碰到的瓶颈问题时，结合视频、现代网络教学模式如雨课堂等辅助教学手段，结合所教的知识点，时时、

实时与学生进行线上线下探讨交流互动，掌握每一位同学掌握情况，融入思政元素同时做到全员育人。 
5) 在理论和实际结合方面，需要不断更新课程教学案例，进一步挖掘隐含在教学知识点背后的思想

方法与思维方式，从而引导学生，真正成为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 
针对本节课二项分布应用案例计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顺势引入思政元素：数学励志公式对学生进行

思政教育，激励同学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培养学生奋斗精神；在知识点讲授的最后让同学们推导出

在挫折中“追求成功”的成功概率公式，再次引入思政元素——不怕挫折追求成功的奋斗精神：在创新

求索的道路上，成功总是属于那些精益求精，不辞辛苦，坚忍不拔的人！鼓励同学们不怕挫折，勇于追

求成功，取得人生巨大飞越。 
6) 案例的引入需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建模思想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践精神。 
由于教学实训场地的限制，缺少课程的实践环节，学生无法直观地体会到将所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如在本节课中在引入泊松定理前让学生通过计算机编程软件进行数值模拟从而

培养学生在处理问题时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际问题数量化的好习惯，使学生能够进一步拥有理性思

维、从而学会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锻炼学生的科学实践精神。  
7) 课程内容注重思政教育后继性。 
本节课最后总结本节课内容并自然为下一节课内容埋下伏笔。同时给出两个有深度的思考题作为学

生的拓展训练，激发学生创造创新活力，探索新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其中问题(2)由泊松定理的条件

引发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最后给出延伸阅读科教融合，因材施教，激发学生课外学

习兴趣，强化学生利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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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 

课程思政建设是对课程内容的重新认识和梳理，按照教学内容及教学设计，将挖掘出的育人元素有

机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见图 1)，做到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同向同行，相得益彰(见表 1)。 
 
Table 1. Teaching design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表 1.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设计 德育目标 

1. 课前推送 
(雨课堂) 

n 重伯努利概型，

二项概率公式 模型条件，意义 建立伯努利概型与二项分布的初步

联系 

2. 二项分布引入 
(雨课堂互动) 

方舱医院医疗设

备的维修与维护

问题(案例 1) 

由问题的导入自然引入二项分布

的定义 
让学生认识到本节内容的意义，通过

问题传达家国情怀、民族自信 

3. 二项分布的判定 
(雨课堂互动) 

二项分布定义及

其分布律；案例 2 
通过例子剖析二项分布的特征，具

体给出定义 进一步讲述如何判断二项分布   

4. 理论应用 案例 3 由简单例子初步对二项分布加以

应用 

数学建模思想 
让学生会利用二项分布解决实际问

题 
5. 巩固练习 
(雨课堂互动) 案例 4  进一步剖析二项分布律，由计算过

程中的问题引出泊松逼近定理 引入数学励志公式渗透思政教育；  

6. 问题深入 
(雨课堂互动) 

编程数值模拟、泊

松逼近定理 
由上一环节中遇到的计算问题，共

同学习泊松逼近定理 
解决上一环节案例中遇到的计算问

题；锻炼学生的科学实践精神 

7. 内容衍生 泊松分布 由泊松定理和二项分布的关系给

出泊松分布 辩证统一、培养学生数学建模的能力         

8. 综合应用 
解决课前提出的

问题；推导成功概

率公式 

首尾呼应，回到课前提出的问题。

问题内涵不断升华 

深化内容融入思政元素——团结合

作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怕挫折追求成

功的奋斗精神 

9. 总结与思考 
(线上讨论与答疑) 

思考 1 
思考 2 

给出基于本节课内容的拓展思考

题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10. 课后拓展训练、作

业与进一步阅读内容 
(线上推送) 

参考书： 
相关文献： 巩固学习成效 

因材施教，激发学生课外学习兴趣，

强化学生利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特色与创新 

课程思政教育并不等于课程思政化，而是学科文化特点，因势利导，教学设计的总体思路是从多角

度、多内容的拓展数学知识和理工科专业的对接，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将价值导向和知识

传授相融合，使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除了有教师的讲授外，都有学生的主动参与，并恰到好处地融入思政

元素，达到最有效的育人功能。做到知、情、意的结合。经过课程文化育人，润思政而细无声，自然融

合，达到学生修养的全面提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种教学设计在我校理工科专业的教学中应用以来，教学效果提升明显，学生和老师普遍反映该教

学设计体现了以下特色： 
1) 结合唯物辩证法，培养正确世界观。概率论的研究对象是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教学设计对教

学内容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因素进行有效挖掘，使学生把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精髓，领悟

其本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策略已成为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数学知识、技能及数学策略的激发器，

是开启其数学深思和智慧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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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eaching process 
图 1. 教学过程 
 

2) 发掘史料，激发爱国情怀。从课程概念的历史由来、相关问题以及人物故事讲起，一方面让学生

体会数学概念的抽象过程，另一方面清晰地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生产实际，从认知上易于接受基本

概念。这种思路的分析与归纳会启发学生认知问题的本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3) 分析案例，提升道德品质。教学设计注重案例的引入与课程思政如盐入味，既提高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以乘势进行道德品质教育，起到育才与育人一举两得的效果。从实际

案例应用中，指出教育做人做事要讲诚信、讲道德、讲素养，只有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才能适

应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有所作为。 
4) 教学过程中提高课堂上的互动频率。比如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讨论与合作结

果的展示，评价与反馈等等。 
5)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在引导学生思考的同时，运用雨课堂，实现师生有效互动，及时了解学生所

掌握的知识信息，丰富了教与学的活动，学生知识建构方式多元化，打造了一种乐教、乐学的课堂学习

氛围。 

5.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4] [5] [6]、“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并行，形成协同效应”。这次重要讲话成为理工科大学数学课程开展课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148


罗亮 等 
 

 

DOI: 10.12677/ae.2022.124148 940 教育进展 
 

程思政教学的起点，要求教师不仅要教会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更要把塑造学生优良品德提升到战略高度。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和育人元素，成为当代理工科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建设的必由之路[7]，其最终目的在

于培育新时代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使他们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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