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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特点出发，结合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指出概率论与数理课程实

施课程思政是教育育人、提高文化自信、强化素质目标等方面的需要，并梳理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挖掘

思政元素的方法。最后指出课程思政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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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mbin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of this cours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our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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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ng 
people, improv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trengthening quality goals. And comb out th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ining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ethod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the 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s are inte-
grated into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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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高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必修通识课，通常开设在大学第四学期，是一门比

较实用的课程。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

所有专业课和非专业课的教学中，进而与思政课达到同向同行的效果，这就是课程思政。但如何在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并在融入教学的过程中做到“润物无声”，同时用好课堂这个主渠

道，最重要的是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是我们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1. 当代教育育人发展的需要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00 后接触的信息鱼龙混杂，特别是进入大学以后，会接触各种网络平台，在这

种背景下，学生的三观、思想会受到各种信息的冲击，而多元化的思想浪潮影响有正有负。教师用好课

堂这个主渠道，做好每门课的课程思政非常有必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是一门比较实用的课

程，生活中的很多案例都可以用概率论的内容来解释。教师应全方位、多角度去挖掘课程中的课程思政

元素，案例也要具有型性与创新性，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及爱国

情怀[2]。 

2.2. 提高文化自信的需要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比较古老的数学学科，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该课程的背景、基本内容、

应用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对整个学科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课堂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

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并从名人事例中形成创新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养成勤奋、持之以恒等良好习

惯，并从概率论的一些应用实例中体会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解释一些中国古典文化词句中所蕴含的

概率论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比如：“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锲而不舍，金石可漏”“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等等。 

2.3. 强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素质目标的需要 

如：在概率的定义及性质这一小节中，通过小故事“一个黑帮发明的一种密码，其密码就是用一个

一个跳舞的小人组成，每一个小人是一个字母，有人用这种密码进行通信，来威胁某人。福尔摩斯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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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了密码，抓住了坏人。”故事的背后也培养了学生数学建模的思想，同时让学生提高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在条件概率的计算公式这一节中，通过一个社会问题网络暴力进行贝叶斯公式的应用，结果表明，

网络上被骂的人真的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概率只有 0.167，绝大部分的人被骂是被冤枉的，教育学生不要

轻信网上传言，不要参与网络暴力。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挖掘思政元素的方法 

3.1. 将我国概率统计方向的优秀专家、学者渗透到课堂，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学生的

文化自信 

期望理论在金融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介绍彭实戈教授建立的动态非线性数学期望理论：g-期
望理论和G-期望，而这个理论在研究金融数学的非线性动态定价问题及动态风险度量问题时的重要工具。

让学生感受中国数学家们的思想，提高文化自信；并用前辈献身祖国和科学的精神，激励学生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学习。 

3.2. 借助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发展史，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有些理论知识的讲解，可以从概念的历史由来、人物故事及相关问题讲起，不但可以让学生体会数学

概念的抽象过程，也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和实际，这种方式有助于学生从认知上去接受数学

概念。这种思路也会启发学生认识问题的本质，进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 
首次上本门课时，可以拿生活中的赌博问题进行引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接着介绍关于概率论的

第一部著作是惠更斯的《论赌博中的计算》，它把赌博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也标

志着概率论的创立。让学生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和实际。 

3.3. 通过中国古典文化词句中蕴含的概率论思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爱国情怀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水滴石穿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常

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都蕴含着概率论思想。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

们用事件发生表示智者犯错误，一般智者犯错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他思虑的事情多了，也必然会犯错。 
这些古典文化词句都可以用概率论的知识来解释。如小概率事件通过一次试验几乎不可能发生，但

在大量独立重复试验后，事件迟早发生的概率为“1”。日常生活中要正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不

因“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4. 结合唯物辩证法，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 

如：频率与概率这个知识点，频率是个经验值，可能取多个不同的值，具有偶然性；而概率是客观

存在的，值唯一，具有必然性。当试验次数较少时，两者偏差较大，体现为对立性。当试验次数很大时，

频率会稳定在某一常数附近，这个常数就是事件的概率，反映出统一性；这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 
全概率公式体现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随机变量函数与普通实函数体现了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大数

定律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3.5. 借助概率论在其他学科领域里的应用情况，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领悟到

“科学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同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涉及到隐私的敏感问题，如校园贷。而对这种涉及隐私的问题调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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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重，大家都会尽量避免正面回答或者拒绝回答这种敏感问题。那么如何设计调查问卷来得到真实

的调查结果，我们就要用到概率论中全概率公式的知识点。同时间接的让学生们认识到校园贷的危害，

让学生学会理性、合理的消费，远离校园贷。 

3.6. 通过实际案例应用，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许多概念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实际案例，通过案例讲解，教育学生凡事要讲

诚信和道德，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只有树立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并有所作

为。如： 
古典概型—通过计算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和赌博中赢的概率，让学生从计算结果直观感受它们都是小

概率事件。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一次实验就成功，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警示学生不要期望通过投机取巧

和碰运气来赚取钱财，做人做事都应要脚踏实地。 
数学期望和方差—水桶定律：一是水桶的所有板足够高，水桶就能盛更多的水；二是如果水桶壁出

现了一块短板，那么水桶的容量都由这块短板决定。用水桶定律来解释数学期望和方差，说明团队力量

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伊索寓言》中“孩子与狼”的故事。用公式计算出随着孩子一次次

说谎村民对孩子的可信度是怎样降低的，计算结果也直观地说明了诚信的重要性。告诉学生要遵守诚信，

诚信难得易失，诚信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 

4. 课程思政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4.1. 强化教师立德树人的意识 

培养和教育当代大学生，高校教师要传授数学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还有数学方法，但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更重要。通过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学习，让学生学会正确做人、做事和做学问[3]。老师们坚

决不能认为学生的思想教育是班主任、辅导员和思政老师的事情，这应该是所有老师的事情，所有课程

都应达到三全育人的效果。教师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思政元素？首先努力学习新知识，其次应该多研究

社会热点，最后巧妙地把社会热点与概率论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支部活动加强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要

性的认识。 

4.2. 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在融入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解决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的问题至关重要。教师应对热点问

题进行学习，并寻找将热点问题融入概率论的切入点，探索教学方法与途径。总之，让教师知道如何实

施课程思政，让教师参加提高教师思政教学能力的培训、交流及研讨等也必不可少[4]，拓宽教师视野，

分享课程思政的典型教学案例，改革灌输方式，采用主动学习方式，创新评价方法，解决育人成效问题。 
总之，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教育之本，高校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的最终目的

是实现三全育人。而解决专业课与思政课“两张皮”的问题尤为重要[5]，专业课教师应深入了解课程思

政的内涵，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育人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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