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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we should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books, create problem situations, and tak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of using and ex-
pressing as the teaching purpose to teach efficiently. We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
dents by improving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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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概率统计教学中，吃透教材，创设问题情景，把培养学生运用、表达能力作为教学目的，高效教学。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创造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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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数学教育的目的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数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为后继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还要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智力，培养他们的能力。从根本上说，

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在实现教学目的的过程中，表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你是怎样想

的？你认为哪种方法更好，为什么？等等。可是学生只能说出是与非，或是多少，至于表达完整、清楚、

明确就不好做了。所以我们数学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教材特点组织学生讲，要鼓励、指导学生发表

见解，并有顺序地讲述自己的思维过程，并让尽量多的学生能有讲的机会，教师不仅要了解学生说的结

果，也要重视学生说的质量，这样坚持下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一步讲，如果老师能

把关注学生有效表达与有效教学、高效教学结合好，无疑是理想的课堂。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认识和理解随机世界的一把钥匙。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说：“生活中最重

要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在实质上只是概率问题。”概率论是“生活真正的领路人，如果没有概率的某

种估计，我们将寸步难移，无所作为”。而统计学是专门处理那种受到随机因素影响的数据的有力武器。

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培养人的科学品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1]。 
在概率统计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 

2. 采用双主体教学，“表达”是架起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 

不能把数学课变成枯燥无味、让学生学而生厌的课。在数学课上，教师要引导学生既动手又动口，

并辅以其它教学手段，这样有利于优化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必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教

师们往往觉得自己教比学生学来的快，所以课堂讲授过度，启发过少。表达似乎更少，关注表达的少之

又少，关注有效表达的更少。从短期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讲授的成绩要高于启发教学，但从长远来看，

启发式教学学生能力更强，能力提高后，成绩自然更高。教师成长过程中一定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只

关注自己的教学，不关注学生的学习；开始关注学生的学习，组织教学加强；关注学生的有效表达将是

最高层次，教师由关注自己，关注教案，逐步转移到关注学生，这也是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课堂，课堂的真正主人是学生。教师急功近利的表现在课堂上就是讲的多，练的多，看起来效率高，实

际上还是停留在表层。随着教龄的增长，似乎能够张弛有度，但理念上的滞后将是致命的。一堂课的好

坏不在于教师设计的多么好，而在于学生的表现是否好。再精彩的教学设计，没有学生精彩表现，也是

遗憾的。从课堂上能够看出教师平时教学效果。对于关注学生的有效表达，在平时教学过程中要教会学

生流利表达学科语言，这样长时间训练后，学生表达能力上来了，思维品质也就上来了，成绩自然就上

来了，所以要给学生说的机会，这样机会多了，自然会表达了。知识不是教会的，是学生学会的。知识

不是灌输的，是在课堂上师生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学生需要在课堂上构建知识体系，不是接受知识。没

有学生主动参与的课堂是没有生机的课堂。 
比如在概率统计教学中，在介绍数字特征知识之前[2]，教师先通过金融投资的例子说明数字特征的

作用，使学生认识到用处很大，从而产生求知欲。然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带着思考的头脑进入课堂，以

学生的主动思考、讨论进行新课。例如讲解“数学期望”，教师提出如何计算打靶平均环数的问题加以

引导，学生就会想到平均环数自然是应该用总分除以射击次数。然后教师再启发学生“当某射手 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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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成绩为 20 次 8 环，20 次 9 环，60 次 10 环时平均成绩该如何表示？”，请一位学生将式子列出来。

根据学生列出的式子，可以很自然的引出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期望。再提出，“当随机变量在定义域内连

续取值时，也就是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期望该如何表示？”先让学生进行讨论，教师再引导学生根据“连

续地求和就是积分”进行思考，最后得到了正确结论，给出了数学期望的定义。由于是学生经过思考自

己获得的知识，所以记得住、用得活。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拓展了学生的思路，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学生主动、自觉地学习，主体精神得以体现，同时，也获得了成功感、满足感，自信心增强了。学

习兴趣也提高了。 

3. 采取开放式教学；注重一题多解；注重课堂引导，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鼓励学

生勇于“表达” 

开放式数学教学是建立在对学生学习过程充分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通过开放式的教

学环境创设良好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氛围，以及通过教学活动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从各个方面充分发掘

每个学生的学习潜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相应提高。从而达到“人人学有用的数学，不同的人

学不同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比如，在概率统计教学中，我们实施开放式教学

的具体方法有：采用多媒体教学，清晰、直观、形象、生动、学生便于接受和理解。发挥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比如在讲解常用统计量的计算时，学生利用 Excel 软件求样本数据的频数、样本均值、样本方

差、样本标准差等统计数据，利用 Excel 软件求置信区间等等。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促进了他们主动、

全面的发展。我们发现在开放式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发展空间很大，他们愿意“表达”的能力就越强，

更愿意积极主动地探索问题。 
开放式课堂呼唤着开放性问题。独特的新信息，沿着不同角度应用于不同范围的思维方式。在数学

教学中引导学生一题多解或是一题多变是培养学生进行发散思维的有效方法。在概率统计教学中更要注

重一题多解，引导学生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形成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他们剖析数量

关系，使记忆中的知识尽可能多地与探索的问题发生联系，通过多种渠道寻求解决途径，扩大思路，寻

求突破，培养思维的广阔性。举个例子。 
例 1 [3]：袋中有 a 只黑球和 b 只白球，现把球随机地一只只摸出来，求第 ( )1k k a b≤ ≤ + 次摸出的球

是黑球的概率。 
这是一个典型的古典概型问题，根据概率的古典定义，提示学生用排列或组合求出二种基本事件数

将其相比即可。如用排列方法得到解法 1： 
解法 1：把 a 只黑球及 b 只白球都看作不同的(例如设想把它们编号)，在把摸出的球依次放在排列在

一直线的 ( )a b+ 个位置上，则可能的排列相当于把 ( )a b+ 个元素进行全排列，总数为 ( )!a b+ 。又因为第

k 次摸得黑球有 a 种取法，而另外 ( )1a b+ − 次摸球相当于把 ( )1a b+ − 只球进行全排列，所以 

( ) ( )
( )

1 !
!

a a b aP k
a b a b
+ −

= =
+ +

第 次摸出的球是黑球  

观察到题中要求第 k 次摸出黑球的概率，那么我们也可以不考虑 k 次以后的摸球情况。引导学生考

虑第二种解法： 
解法 2：对 k 次后的摸球情况不予考虑，把“ ( )a b+ 个球中任取 k 个球的一个排列看作一个样本点，

其总数为 k
a bA + ，第 k 次摸到黑球有 a 种可能，前面的 1k − 次是从余下的 ( )1a b+ − 个球中任取 1k − 个，故

( )
1

1
k
a b
k
a b

aA aP k
a bA

−
+ −

+

= =
+

第 次摸出的球是黑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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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解法 2 的启发，进一步引导，我们也可以只考虑第 k 次摸球。 
解法 3：只考虑第 k 次摸球，( )a b+ 个球中任何一只都有可能在第 k 次被抽到，故样本点总数为 ( )a b+ ，

摸到黑球只有 a 种可能，故 ( ) aP k
a b

=
+

第 次摸出的球是黑球 。 

再如，在讲解极大似然估计思想的时候，可以和学生互动如下。 
例 2 [4]：我与一位猎人一起外出打猎，一只野兔从前方窜过，只听得一声枪响，野兔应声倒下，老

师问：是谁打中的呢？ 
学生答：极有可能是猎人 
老师解释：候选人就两个，我和猎人。若选择我，则事件野兔打中的发生概率为 0.01%；若选择猎

人，则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99%。而事件已经发生，因此选择猎人更为合理。 
由此，引出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思想：设总体中含有待估参数 θ，它可以取很多值。已经知道了样本

观察值(例 2 中为已经知道兔子 OVER 了一样)，从 θ的一切可能值中(引例中为我和猎人)选出一个使该观

察值出现的概率为最大的值，做为 θ的估计值，称为极大似然估计值(极大似然：顾名思义，就是看上去

最大可能的意思)。 

4. 改变考核方式，鼓励学生大胆表达 

过去学校的考试成绩一般是期末考试一锤定音。虽然有平时成绩，主要以作业为主，占的比率较少。

具体情况如下：期末考试 70%，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平时成绩，学生平时的作业情况占 20%，考勤情

况占 10%。但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对做作业的态度的差异性很大，学生为了平时

成绩抄袭作业现象严重，学生的作业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的好坏，使得教师无法真正了解每个

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合理地给出平时成绩。再者这种单一的闭卷考试形式偶然性大，一次考试也很难真

实地反映学生的水平。另外，通过每年的数学建模竞赛，我们发现即使考试成绩很好的同学，在遇到实

际问题时，也不会用统计的工具去解决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在考前死记定理和背公

式，再加上考试内容主要是一般理论性的题目，而没有现实问题中的大量数据的运算。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对概率统计这门课的考核方式进行了变革，鼓励学生大胆表达。平时成绩具体

分配如下：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20%，考勤情况占平时分 20%，实验成绩占平时分的 60%。其次，对期末

考试也进行了改革，将期末考试变成两部分：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闭卷主要考查概率论部分和数理统

计的参数估计部分。开卷考试主要考查数理统计的假设检验和线性回归部分。开卷考试主要通过上机进

行，题目类型主要有：① 给出量比较大的数据，让学生使用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解决所要回答的统计问

题；② 给出一个与学生专业有关的实际小问题，让学生利用统计思想去处理；③ 将学生分成三人一组，

给一道使用统计方法的数学建模题目。这种评价方法既可避免数理统计课程计算量大，不便于闭卷考试

的问题，也免去了学生需要记忆大量的计算公式不必要的精力，同时可以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应

用数理统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给出比较客观的成绩[5]。将课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的教学与考试改革，更应该注重实践性的教学环节，注意加强培养学生的应

用能力，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数学建模，通过建模练习可以促进学生全面看问题，从数量的角度分析事物的变化规律。使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的思想和方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

意：首先是精选实例。与一般的例题不同，必须有产生问题的实际背景，能够为学生所理解，如我们可

选用这样的例子：概率与密码问题、17 世纪中美洲巫术问题、敏感问题的调查、血液检验问题、当前流

行的福利彩票中奖问题等。其次是科学设计讨论问题。讨论题的确定既要结合案例的内容，又要体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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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主题，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通过本案例学习达到深入理解理论的目的。最后是认真组织讨

论和总结。讨论前将有关案例材料和讨论提纲发给学生进行准备，讨论中要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容许各

种不同的意见，讨论结束时，要对学生发言进行讲评和归纳总结，对合理的发言要给予肯定，对有创见

的要表扬，对明显不合理的发言要予以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领悟，从而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创新意识及创造能力都得到进一步培养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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