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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历史人物生平经历思政楷模、知识点引申思政拓扑、计算结果思政升华、

统计模型思政映射等案例为代表，多方式深度挖掘该课程知识体系折射的思政特征，探索出爱国精神、

人才培养德才兼备理念、团队精神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思政育人元素，融合到理论知识课堂教

学中；为实现公共数学类专业课程理论知识和思政育人一体化教学实施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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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examples, knowledge points extend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o-
pology, calculation resul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blimation, statistical mod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pping, and other cases to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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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ed by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course in multiple ways, and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ch as patriotism,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both 
ability and integrity, team spirit, and “never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remember the mission”,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echanism of Curriculum theory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ublic mathematics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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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国家对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才更加的渴求。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当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作提出了新

方针[1] [2]。 
由于传统教育教学思维根深蒂固，使得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尤其是数学类课程)在近现代教育实施中

成为两个割裂分支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3] [4]。为解决这一问题，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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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各高校以校园作

为主要阵地，以教学课堂作为主要渠道，深入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理念、推动思政课程的实践、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国内高校教学改革创新的热点[5]。教育改革创新之路是艰难的，目前国内的课程

思政教育改革事业还尚未成熟，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还需要高校教师不断地挖掘、创新和实践[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大学数学类重要基础课程之一，是几乎所有理工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不仅具有

严谨的理论性、严密的逻辑性，还具有很强的工程实用性[7]。这门课程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横跨社会

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其作用与功能既为描述事物现状、反映内在数量规律，又为统计推断、预测

事物未来变化奠定必要理论基础。在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要求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不仅要培养锻炼

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为贯彻执行中共教育部党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就需要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为载体，融入思政育人理念，

进行课程思政建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有着丰富的思政案例，包括：随机数学家的爱国事迹、中外数学家们不

畏困难、勇攀科学高峰的历程故事、数理统计方法的辩证统一思想、概率理论与统计方法的理论–实践

关联验证、严谨数学理论的完美推导证明过程等等。教师在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也可以聚焦时事，根据

时代民生国情，以及各种实际应用案例来实现知识体系传授和思政育人有机合一。这样的课程讲授过程，

让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的同时，又受到正确思想潮流的熏陶，达到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学目标。 
本文首先探讨教师在思政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从专业知识水平、思政道德高度和教学创新理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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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授课教师进行要求。再根据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具有的强应用性和隐含的大量思政内涵，通过寻找学

科背后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拓展知识点的实际意义、挖掘知识应用和专题教学综合应用背后的隐含性

质，探索出其中的科学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团队精神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精神等，通过

课前介绍、知识点拓展、课后应用和专题教学等方式将思政元素与理论知识顺理成章地融合在一起。让

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理论知识，拥有实际运用知识能力，又切身体会课程背后的思政精神，达到“润物细

无声”的效果，实现传授知识和道德育人一体化教学改革。 

2. 浸润思政元素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体系的教学探索 

2.1. 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理论基础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项综合教育理论[8] [9] [10]。 
其是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维度研究怎样为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科学的思想基础；要从教学论的视

角研究如何运用教育学原理开展育人工作[8]。高校“课程思政”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及方法

为基石，以课程为载体，以其他各门各类学科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为融入点，以课程育人为主要

形式，潜移默化地将价值观引导寓于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之中，旨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理念

[9] [10]。 

2.2. 提升教师思政创新的素养 

课程思政育人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传统教学有很大的不同，但又离不开传统教学的理论支持。课

程思政育人是要求授课教师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找到合适的专业课程教学切入点，让思

想政治元素合理地融入到专业课程中，让学生在课堂中既掌握了理论专业知识，拥有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而教师作为整个过程的引领者，他们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很强

的思想政治意识和高标准的道德理念。教师在这条思政育人改革创新的道路上，他们应时刻拥有课程思政

育人的觉悟，不断提升自我思政育人教学的认知，切实做好思政育人改革。因此，要求每位高校教师在不

断钻研新知识、新科研领域的同时，还要时常关注学生们的学习需求和思想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一

条适合学生的思政育人的改革道路，最终才能实现传播知识和思政育人的统一[11] [12] [13]。 

2.3. 实现知识传播与思政育人的无缝对接 

在传统的教学课堂中，教师们的教学重点通常是课本上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得课堂枯燥无味，学生

们的兴致普遍不高，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提高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反而导

致教学成效很低。对此，教师应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合理地融入到课堂，让每位学

生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对于祖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让学生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课堂[14]。因此，教师们应

努力探索每一个课程切入点，将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中，让教学课堂在达到传授课本知识的前提下，

又充满趣味性、思政性、育人性等。 

2.3.1. 历史人物生平背后的爱国主义情怀教育(以许宝騄教授——奉献祖国、献身科学精神为例) 
通过国内外学者不断地试验、发现和探索，才逐步形成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学科，由于他

们的不懈努力和完善才使得这门学科越来越丰富和完整。在教授这门课时，得先让学生认识这门课。通

过介绍相关领域科学家们的生平，让学生在了解这门课的同时，又体会他们认真严谨的科研态度和献身

祖国、献身科学的精神，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正式上课前，可以先引入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许宝騄教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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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许宝騄教授一生都在为统计科研做贡献[15]。他在国外求学期间，专心学习，认真科研，使得他成

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学位要求的学生。他还推导出了霍太林提出的 T2 检验在一定意

义下是局部最优的，该发现在 N. P.理论和多元统计分析中都是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研究成果还为后面的

多元统计分析和内曼–皮尔逊理论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他还证明出了似然比检验的优良性，

又成为了一项重要发现。最令大家佩服的是，他在祖国危难之际，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大好前途，决心

用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统计科研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许宝騄教授的生平事迹，让学生们看到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勤奋刻苦、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感受到

他的爱国和勇于献身科研事业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大学生深思和学习。教师应该了解背后历史人物的生

平事迹，游刃有余地将这些事迹融入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在接触新课程或新领域时也能体会到背后人物

的付出，感受他们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同时也激励他们的创新、探索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2.3.2. 知识点延伸下的德才兼备人才培养(以区间估计的双目标实现为例) 
在课堂中教师应时刻注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所以在传授新知识的时候，应多发掘学生们独立思

考、独立发现和独立创造的能力，这样不仅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他们的科研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对学术研

究认真严谨的态度和不畏困难、敢于探索的精神。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教师可以把

学生们引入知识的探索和知识背后思政的探索过程中，让学生们主动获得思政元素。 
在引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区间估计知识点时，学生可以知道区间估计的概念是：设θ 是

总体的一个参数，其参数空间为Θ， 1 2, nx x x, 是来自该总体的样本，对于给定的一个 ( )10α α< < ，若

有两个统计量 ( )1 2
ˆ ˆ , ,L L nx x xθ θ=  和 ( )1 2

ˆ ˆ ,U U nx x xθ θ= , ，对任意的θ ∈Θ，有 ( ) 1L UPθ θ θ θ α≤ ≤ −≥ ，

则称 [ ],L Uθ θ 是θ 的1 α− 置信区间即区间估计， Lθ 和 Uθ 分别称为θ 的置信下限和置信上限。 
通过学习可以知道，评价一个置信区间好坏的标准是可靠性 ( )( )L UPθ θ θ θ≤ ≤ 越大越好，精度

( )U Lθ θ− 越小越好。在实际中，通常会出现可靠性越大但精度降低，精度提高可靠性却降低的情况，为

了得到一个较好的置信区间应平衡两种矛盾。在样本量确定时，一般采取在保证置信度的条件下尽可能

提高精度来平衡此矛盾，但当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此矛盾可以解决。要想得到一个好的置信区间，精

度和置信度这两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要求，既要抓精度和置信度，从而产生了统计分析中对样本信息量

的量化要求，进而得到一个满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好的置信区间。 
习主席在“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大学子时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

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培养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形成良好道德素养的

关键。当代大学生不仅要专业技能过硬，更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才能是新时代合格的建设者。 

2.3.3. 知识点升华的团队精神(以泊松分布的工程优化分配为例) 
在完成知识点的传授后，通常会提出问题让学生们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采用该教学模

式可以帮助学生们掌握新知识并运用。作为教师应该抓住这个课程思政融入的契合点，通过广泛浏览书

籍和查找相关案例，设计出具有思政或实际意义的问题情境，让学生能快速地走进问题情境，再利用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解决问题，并揭示其中所含的社会本质，最后与学生们探讨并挖掘出问题背后所隐

含的德育精神，让学生感受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思想价值。该过程不仅帮助学生巩固了知识技能的掌握，

还做到了传授知识和思政育人的完美结合。 
在讲解泊松分布这个知识点应用时，可以构造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工作人员安排的问题情境：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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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中需要配备一些维修工来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如果各台设备发生故障是相互独立的，且每台设备发

生故障的概率都是 0.01，试在以下各种情况下，求设备发生故障而不能及时修理的概率。 
情况一：1 名维修工负责 20 台设备时，设 20 台设备中同时发生故障的台数为 1X ，则 1X 服从二项分

布 ( )1 ~ 20,0.01X b ，则用参数为 20 0.01 0.2npλ = = × = 的泊松分布作近似计算，得所求概率为： 

( )
1

0
1

.2

0

0.21 1 e 1 0.982 0.018
!

k

k k
P X −

=

> = − = − =∑                            (1) 

情况二：3 名维修工负责 90 台设备时，设 90 台设备中同时发生故障的台数为 2X ，则 2X 服从二项分

布 ( )2 ~ 90,0.01X b ，则用参数为 90 0.01 0.9npλ = = × = 的泊松分布作近似计算，得所求概率为： 

( )
3

0
2

.9

0

0.93 1 e 1 0.987 0.013
!

k

k k
P X −

=

> = − = − =∑                           (2) 

情况三：10 名维修工负责 500 台设备，设 500 台设备中同时发生故障的台数为 3X ，则 3X 服从二项

分布 ( )3 ~ 500,0.01X b ，则用参数为 500 0.01 5npλ = = × = 的泊松分布作近似计算，得所求概率为： 

( )
10

3
5

0

510 1 e 1 0.986 0.014
!

k

k
P X

k
−

=

> = − = − =∑                            (3) 

本题案例中随着维修工人数的增加，设备发生故障而不能及时修理的概率逐渐降低，虽然维修工人数

增加时，每个维修工负责维修的设备增多，但工作效率逐渐提高，这说明只有相互团结才能提高效率。在

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如果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将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也能更高效

率的完成工作。现如今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团队协作不仅更容易取得成功，而且能提高工作效率。 
作为当代大学生，在班集体里应该团结同学，共同为班集体做贡献，这样不但能和班里同学关系融

洽，营造良好的班级的氛围，也能使各位同学有集体意识和团结意识。在读书期间有团结协作意识，在

步入工作岗位以后，才能更好地融入工作团体。习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指

出“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团结就是力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团结的力量是无限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就一定能战胜困难。 

2.3.4. 知识点映射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方差分析中检验统计量的选择问题为例) 
在学习一门新课程中的新知识点时，学生常常会忘记之前学过的知识，从而找不到新旧知识点中的

密切联系与衔接关系，使他们觉得新知识既复杂又陌生，但又得被迫接受，这就使得新课教学效率大大

降低。作为教师在面对这种与旧知识紧密联系但又复杂的新知识时，可以开展一个专题教学。在专题教

学中，教师应简单的复习一下新知识中会运用到的旧知识点，再将新旧知识中的紧密联系层层剖析开，

最后实现新旧知识点的综合运用。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好综合运用这一课程思政融入点，结合课程教学

实际情况构建一个应用情境，让学生利用综合后的新旧知识不断应用到情境中，探究出解决方案并解决

实际应用问题，最后挖掘出在这一探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映射的思政精神，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思

政教育的熏陶和滋养。该过程不仅帮助学生实现了新旧知识的联合学习，还提升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最后潜移默化地实现了思政育人，达到专题教学和思政育人的完美结合。 
在学习方差分析时，常常会遇到如何选择统计量的问题，而书中也没有系统化地归纳，则可以开展

一个方差分析专题教学。在探讨方差分析中统计量选择时，引入以一个单因素试验作为示例的方差分析

统计量选择问题：将肥料作为影响大米产量的一个因素，比较 r 种不同的肥料对大米产量的影响，选取 n

块大小相同且肥沃程度均匀的土地，平均分成 r 组，对每组土地施加相同的肥料(即对每一水平 iA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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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n i r≤ ≤ 次独立试验)，再将每块土地中农作物的产量 X 记录下来，其中 X 是一个随机变量。将 r 组

实验后得到的农作物产量视为 r 个不同的总体，分别记为 ( )1,2, ,iX i r=  ，假定每个总体都服从正态分

布且方差相同，即 ( )2~ ,iX µ σ 。将对判断肥料对农作物产量是否有显著影响的问题，转换为判断 r 个总

体的均值是否相同的问题，即检验假设： 

0 1 2: rH uµ µ= = =                                   (4) 

1 1 2: rH uµ µ≠ ≠ ≠                                   (5) 

将得到的全体数据 ( )1, 2 , , ; 1, 2 , ,ij iX i r j n= =  与总平均值 X 的总离差平方和记为： 

( )2

1 1
ir n

T iji jS X X
= =

= −∑ ∑                                 (6) 

由于本案例农作物产量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种类的肥料，即因素水平引起的差异；

另一方面，随机影响产生的差异。则需将总离差平方和分解如下： 

T E AS S S= +                                      (7) 

其中， ( )2

1 1
ir n

E ij ii jS X X
= =

= −∑ ∑ 为组内平方和，反映的是随机影响； ( )2

1 1
ir n

E ij ii jS X X
= =

= −∑ ∑ 为组 

间平方和，反映的是不同水平试验指标的影响。 
根据分析对统计量作第一次探究：为分析出因素水平的影响程度，用 A TS S 作统计量，检验 A TS S 的

比例大小，并未找到比例的确定分布，则不能以 A TS S 作为本案例的统计量。 
则继续进行第二次探究： 
用 A ES S 作统计量，如果 AS 较小，则说明因素 A 在不同水平下引起的差异较小；若 AS 比较大，则

说明总离差平方和主要是因为不同水平的差异所引起的。但是 A ES S 的分布依然很难找到，则不能以

A ES S 作为本案例的统计量。 
则继续进行第三次探究： 

由于 ( )2~ ,ijX µ σ ， ( ) ( )
2 2

2 1

1 ~ 1in
ij i ij X X x n

σ =
− −∑ ，根据 2x 分布的可加性得： ( )2 2~ES x n rσ − ， 

且有 ( )2 2~ 1TS x nσ − ， ( )2 2~ 1AS x rσ − ，并且 AS 和 ES 相互独立。令 AS 和 ES 的效应离差均方和分别

为： 1A AS S r= − ， E ES S n r= − 。由 F 统计量定义知，在 0H 成立时有 

( )
( ) ( )

2

2

1
~ 1,AA

EE

S rSF F r n r
S n rS

σ
σ

=
= = − −

−
                          (8) 

利用上述统计量，可以构造 0H 的拒绝域 ( )1,F F r n rα≥ − − 。若满足拒绝域，则认为因素 A 对试验指

标有显著影响，即肥料对农作物产量有显著影响。 
本案例一直围绕着“探究肥料对农作物产量的显著影响”这一解题思想去寻找适合的统计量，不忘

初心，不断探究，最终在第三次探究时找到解决问题的统计量。在对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量选择问题这

一理论方法应用过程中，学生们不忘初心努力探究的精神，让他们联想到党的十九大的主题——“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让学生明白，作为新时代青年，应时刻牢记共产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积极向党靠拢，不忘“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实现自身理想”的初心，砥砺前行，争做新时

代优秀青年。 

3. 思政教育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系统实现路径 

课程教学团队要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度、动态、全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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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挖掘。在“课程思政”理念下，教师团队要精心创设生动的问题情境，利用概率统计知识揭示其深

刻的内隐本质。思政教育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系统实现路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
ical statistics courses 
图 1. 思政教育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系统实现路径 

4. 结论 

通过对授课教师专业知识、思想政治意识和道德理念方面的综合提升，让教师拥有思政创新素养，

担任好这条教育改革道路上的重要角色。以许宝騄教授的生平经历、拓展置信区间的实际意义、挖掘泊

松分布应用和方差分析统计量选择问题中的隐含性质为例，分别从课前引入、知识点拓展、知识应用和

专题教学四个方面将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实现了融合，将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团

队精神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革命精神潜移默化地走入学生心中。 
本文以知识案例为代表，建立的思政创新课程的探索与改革，在实践中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实现了

理论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完美融合，达到了“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教学改革目的，课程改革意见

反馈很好，得到了学生、教师和学校的一致认可，从而探索性地实现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

的改革创新。让学生在掌握统计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又树立了正确的三观，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让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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