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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概率论》课程中的“事件的独立性”一节为例，从独立性概念的引入，到严格数学定义的给出，

再到独立性的实际应用等，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事件独立性这个知识点所契合的课程思政元素，并深入

探讨如何转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将思政内容与课程知识点紧密融合，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

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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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context, the “Independence of Events” is taken for an example from the definitions, proper-
ties and some important applications of independe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even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re obtained.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o shift the traditonal teaching pattern and l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acal education” creep 
into the class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design of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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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数学学科，是数学、统计学各个专业的基础课程，是认

识、刻画、分析各种随机现象的入门课。课程以不确定性的随机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和研究随机现象

的统计规律性为主要任务，介绍了随机事件与概率，一维和二维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

特征，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等主要内容。课程培养学生分析随机现象、解决涉及随机事件概率问题的

计算能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以往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手段较为传统，注重理论知识的

学习，忽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以及课程本身所带来的课程思政方面的思考。课程思政强调“课

程”和“思政”的有机融合，以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1] [2]为目标。做好《概率论》“课

程思政”工作，充分发挥该门课程的育人功能，既需要调动授课教师建设课程思政的能动性，又需要教师

转变传统教学模式，将思政元素与课程知识内容紧密、有效融合，落实教师的育人责任。 

2. 课程思政目标 

《概率论》的特色就是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揭示背后的必然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偶然

性与必然性辩证统一的思想，体会概率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数学建模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探究意识、养成批

判性思维与辩证思维，树立质疑、求真、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对社会

实际案例的数据进行科学分析，逐步建立严谨、耐心、专注、坚持、敬业的职业精神[3]。 
具体可以分为下面两个方面： 
融入国内优秀概率统计学者的典型事迹，树立文化自信；巧妙设计案例，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中，

“润物细无声”地巧妙引入课程思政元素，而非生搬硬套；通过教师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教育教学情

怀；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获得感、体验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引导学生坦然面对失败，

深入挖掘自己的潜能；情境教学，创造成功体验的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学生做有担当、有坚

定信念、坚韧不拔的新一代优秀青年。 
深度挖掘课程蕴含的数学文化资源，从基本概念、定理和性质中赋予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观点和方

法中提炼丰富的德育基因。引导学生总结概念与概念、概念与结论、结论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

推导过程中所应用的数学理论及方法，提升学生的反思能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数学问题，积极探索行

之有效的思路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 教学设计 

本文以“事件的独立性”一节的教学内容为例，探讨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基础上，如何有效地将

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明确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并采用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开展教学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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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节专业知识教学目标 

本节课在基本知识层面要求学生掌握事件独立性的定义，理解事件独立性的含义；比较并区别互斥

性和独立性的联系与区别；掌握伯努利概型中的常见重要分布。在基本技能层面要求学生会计算相互独

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问题，在基本方法层面要求学生熟练运用分析比较法、事件独立性的相关判定方

法等。 

3.2. 本节思政教学目标 

将专业知识讲解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巧妙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重培养学生的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鼓励同学团结协作；独立是每个人需要具备的重要品格，

只有独立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只有样本中个体相互独立才能运用相关结论去解释生活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让中国梦变成灿烂的现实。 

3.3. 教学方法与手段 

案例驱动法：精心设疑，通过开场设置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假设一共有三张奖券，其中只有

一张可以中奖，依次由三位同学不放回地抽取其中的一张奖券。请问最后一位同学的中奖概率会因为前

面的同学是否中奖而受影响吗？这个案例容易引发同学思考，从而培养学生对日常问题产生质疑的习惯，

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启发引导法：在引入事件独立性概念时，学生往往觉得太抽象，对于新知识的学习，学生除了

关注知识内容本身，更应关注概念的来龙去脉，阐述知识的由来、背景和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授课过

程突破学习难点和痛点，扫除他们在学习道路上的障碍，培养学习的兴趣。 
比较分析法：在讲解互斥性和独立性区别与联系时，采用比较分析法。 
采用板书教学与 PPT 课件相结合的教学手段，课前需要提前安装必要的统计分析软件，保证课堂正

常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 

3.4. 各环节思政元素清单 

将思政内容与各教学环节、课程知识点紧密融合，并巧妙进行教学设计，对于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课堂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具体的教学设计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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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政元素 

1、回顾 
复习条件概率、条件概率计算

公式、互斥事件及和事件的概

率计算公式。 

复习旧知识：回顾已有概念、

为本节课程知识点学习做准

备。 
温故而知新 

2、新课导入 

引例：三张奖券只有一张可以

中奖，依次由三位同学不放回

地抽取其中的一张。问：最后

一位同学的中奖概率会因为前

面的同学是否中奖而受影响

吗？为什么？ 

提出问题，师生互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考，

培养学生养成对日常问题思考

的习惯，并及能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驱动，启发式教学。 
通过生活实例，巧妙引入学生

对独立性的关注和认识，启发

学生猜想独立性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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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讲授新课 

提出问题 1：设 A，B 为两个事

件，可以用其他等式表示事件

A 与事件 B 相互独立吗？引入

独立性的定义 1。 

采用教师启发引导法，引发学

生深入思考，将经验上理解两

个事件相互独立和书本定义的

独立联系起来。 

学习科学精神。 
激发学生学习科学家们勇于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对学术严谨、专注、执着，矢

志不渝、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 

4、讲授新课 提出问题 2~3，在定义 1 的基

础上，深入理解独立性概念。 

承上启下、问题由易到难，鼓

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

掌握P(A) = 1与必然事件，P(A) 
= 0 与不可能事件是不同的概

念。 

学习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

量变和质变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思想。 

5、练习环节 
例 1~2，判断两个事件是否独

立，判断两个事件是互斥还是

独立？ 

通过习题讲解，巩固事件独立

的概念；启发并论证事件相互

独立与互不形容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概念。 

辩证思维的培养。 
引导学生了解不同知识点之间

的相互关系；掌握互不相容的

含义，掌握独立性与互斥的关

系，使知识得以升华。 
 

6、讲授新课 引入三个事件及多个事件相互

独立的定义 2~3。 

在实际应用中，还经常遇到多

个事件之间的相互独立问题，

重点理解事件的两两独立与三

个事件相互独立是不同的概

念。 

重要品格的养成。 
独立是重要的品格，只有独立

才能表现自己的意志，做更好

的自己。只有样本中个体相互

独立才能运用相关结论解决实

际问题，这样中国梦才会变成

灿烂的现实。 

7、讨论环节 独立性的两个重要应用 1~2。 

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让学生学会用概率论

的语言描述、解释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谚语“志者事竟成”，

“水滴石穿”，“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锲而不舍，

金石可漏”等活跃课堂气氛，

更是体现了“小概率事件在一

次试验中几乎不会发生，但是

在大量独立重复试验中，小概

率事件迟早发生”这样的客观

事实。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培养

正确人生观，培养探索创新、

团队合作精神；做脚踏实地，

干一行爱一行的新时代好青

年。 
培养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认识量变与质变的规律，引导

学生日常生活中，要正视那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 

8、小结 回顾课程内容 

总结：独立性是概率论中的一

个重要。很多内容都需要在独

立性的前提下进行讨论，它有

助于简化概率计算，比如计算

相互独立事件的积的概率；互

斥与独立性的区别与联系。 

适时寻找切入点，将唯物辩证

法与专业知识自然和谐地融

合。 
多种教学创新方法的使用，都

体现了“受人以渔”的思想。 

4. 结束语 

事件的独立性不仅是概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问题，也是后续随机变量独立性的理论基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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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生会对独立性的来源和定义产生疑问，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以有奖竞猜为引例，通过案例教学，

教师适时寻找切入点，启发引导学生给出定义并深入理解。将唯物辩证法思想与专业知识自然有机地融

合，重点更是在于培养学生的正确人生观，认识到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鼓励同学团结协作解决问

题，将爱国情感融入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升华民族自豪感。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目标，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概率论》课程的授课过程中，课程整体思政规划和设计不够完整，包括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充

分，思政元素重复出现、生搬硬套、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契合度不高、难度不够、创新性不够等等问题。

后续课程组还需要继续以“两性一度”为标准，将课程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紧密结合[4]，建立、更新

和完善高质量的思政案例库，让广大青年学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获得渊博的知识，更升华了爱国情

怀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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