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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探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创新。

教学内容由原来单一的知识目标改革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目标，且使用优质的在线课程，保证

“金课”特性。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学手

段方面，注重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即由原来单一的板书或纯PPT放映改革为雨课堂、慕课堂、

超星课堂等翻转课堂。教学评价方式改革为线上、线下及学生的期末论文，这样不仅充实学生的知识，

还培养其应用能力。该课程教学创新可使得学生、教师都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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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
tistics from four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mean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7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79
http://www.hanspub.org


宋传静 等 
 

 

DOI: 10.12677/ae.2021.115279 1827 教育进展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reformed from the original single knowledge goal to knowledge goal, abil-
ity go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 and high-quality online courses are used to ensure the 
“golden course” characteristics. The teaching mode is changed from teacher centered to stu-
dent-centered, which fully reali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he interac-
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students.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at is, the original single blackboard 
or pure PPT projection reform for the rain classroom, the classroom, the superstar classroom and 
other flipped classroom.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 is reformed to online, offline and stu-
dents' final papers, which not only enriches students’ knowledge, but also cultivates their applica-
tion ability.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this course can make students and teachers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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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大学生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会运用课本知识，更要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正确的价值取向[1] 
[2] [3]。因此，对高校大学课程教学创新的探讨与交流很有必要。教学创新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重要

作用。首先，教学创新可促进学习革命。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优化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创新教

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其次，教学创新可推进智慧教育。鼓励教师积极

探索智慧教育新形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模式改革，推动信息化手段服务高校教育教学。第三，

教学创新可鼓励教学共同体。鼓励高校以教研室、课程组、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为基础，建设教学

共同体，形成传帮带机制，开展教学研究与指导，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 
高校大学课程教学创新的探讨与交流具有若干意义。如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升基础课程教学质量，加快发展“一流多元”高等教育，打造一流大学课程，推动学习革命，

引导大学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形成卓越教学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等。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创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大学课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研究随机现象及其统计规律的一门

学科，它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和经管类专业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对后续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具有深远影响

[4]-[9]。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及兼顾学生思想政治方向

的引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教学研究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也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改革探

索与实践[10] [11]、条件概率教学方法的探讨[12]、贝叶斯公式及其应用的教学研究[13] [14] [15] [16] [17]、
全概率公式及其应用的教学研究[18] [19] [20]、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探讨[21] [22] 
[23] [24] [25]等。 

本文从高校大学课程教学创新的角度出发，给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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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学目标及学情分析 

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是我国高校当前教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思想

政治和价值方向的引领。因此教学目标除了原有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外，还增加了思政目标，具体如

下。 
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初步掌握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及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能力目标：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应用案例，学生培养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思政目标：学生通过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或者加入建模团队，把现实和理论相结合，培养

其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比如，在讲解“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这节课时，其教学目标如下。 
知识目标：掌握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能力目标：综合运用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情感目标：学生培养文学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心；学生懂得在其位、谋其政，各司其职

的重要性及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学情分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公共基础数学，48 学时，3 学分，开设在大二学年。学生处于应试学习向

自主学习的过渡期，没有办法利用所学知识综合处理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且学习方式的改进、科研实践

的训练及繁重的课业压力使得学生想要兼顾学习的性价比。 

2.2. 痛点及创新思路 

下面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三个方面阐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的痛点，并

进一步给出教学创新的思路及举措，从而解决这些痛点问题。 

2.2.1. 教学内容方面 
之前比较注重的一直都是学习知识，但实际上还要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因为学生应用数学解

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弱，课内课外的结合度还不够。基于这个痛点问题，教学内容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利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线课程平台，把基础知识放在平台上，让学生自学，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价值引

领、学习知识和思维培养的问题。课中对基础知识进行提升，给出一些案例，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能力，

从而解决价值引领、学习知识、应用能力和思维培养问题的融合。期末论文，把数学和学生的专业课或

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相结合，写出论文，从而体现内容上的高阶性。 

2.2.2. 教学模式方面 
之前都比较单一化，以教师为中心，缺乏个性化，学生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不足。基于这个痛点问题，

教学模式的创新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均有体现。 
课前老师发布预习任务，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做线上测试，查阅相关背景和应用案例，要求学生做

预习笔记、整理思路，并提出问题。 
课中检验学生预习情况，以问卷的形式收集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组织这堂课。

学生能回答的，让学生回答；不能回答的，老师引导、精讲，对内容进行提升，并给出应用案例。学生

分组完成任务，并为学生提供将案例解决方案拿到课堂上讨论、展示的机会，从而体现生生互动，师生

互动的过程。提倡鼓励学生用数学工具 Matlab 或 Mathematica 对实际问题进行解答。实际上，数学也是

源于生活且更高于生活，Matlab 或 Mathematica 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工具，那么怎么去用，去解决

实际问题，这个体现了高阶思维的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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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讲解“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这节课时，有一个检查课前预习情况的环节，课前预习

情况的检查是基于雨课堂上收集的数据，然后由平台上布置的课前任务，采用温故知新的方式导入新课。

这里的雨课堂是现代化信息手段，课前任务的完成也可体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然后给出例题，加深

对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的理解。例题中学生能做的部分就利用雨课堂发给同学们，定时 3 分钟时间，

让同学们做完后传答案，然后找做的好的同学上来讲解，教师点评。这里的雨课堂、学生的讲解及教师

的点评都是教学创新的体现。还可进一步基于例题，引入思政，完成情感目标的培养，并注意总结教学

过程中涉及的数学思想。 
课后利用线上巩固拓展专项练习，还有单元测验、单元作业、线上考试，及课后老师的线上督学和

线上答疑，使得学习有持续性。同时注意平台上预习下节课的内容。 

2.2.3. 评价手段方面 
之前以期末考试为主，过程性评价不够，即平时分 30%，期末成绩 70%，且平时分主要参考出勤和

作业情况。基于此痛点问题，将评价方式改革为线上 40%，线下期末 40%，另有 20%是学生的期末论文，

这样不仅充实学生的知识，还培养其应用能力。20%的期末论文，该论文可以和专业课老师交谈，解决

专业问题，也可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教师应适当进行组织和引导。 

2.3. 创新效果及成果 

创新成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学生的成长，课前线上预习和预习笔记可以培养学生整理问题、查阅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事实上，大学生自主竞赛、考研数学、数学建模比赛等都需要学生这方面的能力。 
二是老师的成长，老师们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在线课程的建设、新编习题集以及修订教材等。 
三是学生的评价，学生的评价会比之前高，因为这种教学模式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数学的作用及解决

问题的情况。 
四是同行的认可，参加会议时，可以进行经验分享，从而得到同行的认定，而且其它课程也可应用

这种模式进行授课。 

3. 结论 

综上，本文给出的教学创新措施有：整合教学内容、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创建新的评价方法，以学

生为中心、问题为向导，基于大学慕课线上平台和雨课堂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

技能训练及能力培养进行融合，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过程保证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如此，可

使得高校大学课程的教学取得明显的成效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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