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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思政”背景下，探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提出可从提高专业课教师的思

政水平与进一步挖掘整合课程思政元素两个方面展开，“润物细无声”地实践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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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how to construct course education on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 great task.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60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6160
http://www.hanspub.org


陈丽萍，李晨 
 

 

DOI: 10.12677/ae.2020.106160 967 教育进展 
 

and political level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and further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are the correct ways to ach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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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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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

亲和力和针对性，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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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1] 2018 年，陈宝生部长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也进一步强调了课

程思政的重要性，特别指出“高校要明确所有课程的育人要素和责任，推动每一位专业课老师制定开展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

这一重大教育理念，在国内各大高校铺展开来，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正在有序推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应用数学学科，它以随机现象

为研究对象，是高校经管类和理工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必修课，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逆向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数学建模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其应

用广泛，在金融、保险、经济与企业管理、工农业生产、医学地质学、气象与自然灾害预报等方面都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在“大思政”背景下，探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的探索与实践主要从提高“课程思政”实施者的思政水平、思政元素的挖掘整

合两个方面展开。 

2. 专业课教师的思政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课程思政”本质上就是一种课程理念，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

德树人，润物无声，它不同于思政课程，不是简单地用德育代替专业教育，而是要充分挖掘、提炼、整

合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通过教师巧妙地规划与设计，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科学合理

地将其融入到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

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长期以来，在专业课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关注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专业知识的传授，注重教学

技能、教学设计，忽略了对学生的价值引领、思想引导，让思想政治理论课陷入了孤军作战、孤掌难鸣

的局面。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能有效改善专业课重智育、轻德育的教学倾向。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知

识大厦只有建立在深厚的道德伦理的基础之上才能坚如磐石。因此，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开展概率论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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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统计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古人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者是专业课教师。教师的一言一行、

价值观、人生观都会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课程思政的实施要以教师思想意识和教育技能的提升作

为切入点。首先，专业课教师要改变授课理念，学习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外延，提高自身的育德

意识和育德能力。只有更新了教学理念，专业课教师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有的放矢，围绕立德树人这

一根本任务，充分发掘、提炼、整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凸显其在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品质塑造等方面的教育价值，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教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建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组，

通过集体备课，充分完整、系统地搜集、挖掘、提炼学科所涵盖的思政教育元素，创新教学方法、丰富

课程内涵、优化教学设计、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线上和线下等多个环节多种方式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精髓要义，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同时也能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思想意识与教育技能。 

3. 思政教育元素有待进一步挖掘、整合 

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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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与其他数学课程相比，《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更贴近现实生活，在课程思政方面将更具有优势。在

课堂教学中，结合知识点，如何将理想信念、文化自信、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奉献社会等思想政治教

育核心元素纳入课程教学，实现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这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核心内容，首要的就是全方位深度挖掘、提炼、整合思政教育元素，

科学合理地设计相关教学案例，将思政元素自然和谐地融入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去，以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育人效果。下面从三个方面展开说明。 

3.1. 介绍国内概率论学者，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科学精神 

现在是信息大爆炸时代，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呈多元化发展。随着网络信息技

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大学生们每天都能接收到大量的信息，收触到各个不同层面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

如果不加以有效地教育和引导，大学生们就容易迷茫，渐渐丧失文化自信。因此，虽然国内外概率统计

方向人才济济，专家学者甚多，但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教师还是应着重介绍国内概

率统计方向的优秀专家学者，让学生感受中国数学家们的思想，学习他们严谨、孜孜不倦、献身科学的

精神[3]。 
比如，王梓坤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每年的 9 月 10 日是教师节，这是 1985 年第 6 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 9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这样一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连的重要节日，其提倡者就是我国著名

的概率论学者王梓坤院士。王梓坤院士是一位对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和教育家，

也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者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他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王梓坤院士自

身成才的经历、在青年成才方面的观点和学习数学、研究数学的思想方法等都是很好的思政元素，将其

合理地融入课堂，对青年学生大有裨益。 

3.2. 立足课程，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数学课程在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缜密的推理能力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也不例外。 
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应当先介绍这一学科的发展简史[4]。一方面，这些被“发展线”

贯穿起来的知识，能让学生对课程的基本内容、背景、应用及其之间的联系有所了解，对整个学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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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的认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数理统计方法在长时期中遭遇过形形色色的批

判，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培养学生用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待世

界，都是非常有益的。它有助于学生认识到，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学会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发展

的眼光来看待身边的人和事，要擅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学会用批判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科学研究

需要创新意识，也需要勤奋与毅力。 
其次，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着重注意教学的严谨性、科学性，引导并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并提升到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比如，

频率与概率就体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5]。事件的频率具有偶然性，而事件的概率是客观存在

的，具有必然性。又如中心极限定理，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伯努利试验里面也蕴含了量变到

质变的转化规律等等。 

3.3. 设计案例，在探讨式案例教学中“润物细无声”地进行课程思政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总想感到自己是发现者、

研究者、探寻者。”[6]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并鼓励学生在情感、认知、思维或行为上参

与互动，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因此，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实际

问题或现实生活，科学合理地设计生动的问题情境或课程思政情境，利用设问的形式开展探讨式教学，

逐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主动参与到问题的研讨中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政

教育。恰当引入实际案例，既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还可以引导学生发现案例中蕴含的独特

内涵，突显案例的隐性育人价值。 
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涉及到隐私的敏感问题，比如校园贷。然而，对这种涉及隐私

的问题的调查却困难重重，大家都会尽量避免正面回答或者拒绝回答这种敏感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设

计调查问卷来得到真实的调查结果呢？要掌握这样的方法和技能，得先学习概率论中的一个知识点–全

概率公式。这样，我们就用设问的形式引入了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来学。讲解完这个知识点，再回

过头来解决最初提出的问题，带着学生一起来模拟对某学校在校学生参与校园贷比例进行摸底调查。 
例：已知某校有 1 万名学生，现需要调查该校参与校园贷学生的实际比例，以建立合理的应对处置

机制。 
问卷调查设计过程如下：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有一个纸箱，箱里装有 20 个球，其中 10 个红球 10 个

白球；被测试者事先被告知，从这个箱子中随机抽取一个球，看过颜色后放回。如果取的白球，就答，

你的生日是在 7 月 1 日前吗？如果取的红球，就答，你参与网络借贷了吗？将结果勾在一张只有是与否

的答卷上，每一位同学都参与了这次测试。 
最后，回收 1 万份答卷，其中 4000 份答卷回答“是”，那么该校参与校园贷学生的实际比例是多少

呢？ 
解答过程如下：把回答“是”记为事件 A，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取到了红球，把它记为事件 B1

一种是取到了白球，记为事件 B2。参与校园贷的比例，就是 P(A|B1)，即在 B1 发生的条件下事件 A 的条

件概率。由全概率公式，有 

( ) ( ) ( ) ( ) ( )1 1 2 2P A P B P A B P B P A B= +  

在这个公式中，事件 A 的概率是 0.4；纸箱中的红球与白球个数是相同的，所以取到红球的概率与取

到白球的概率是相等的，均为 0.5；还有一个隐藏的信息，即取到白球的情况下回答“是”的概率约为

0.5，把相应的数据带入，我们就可以得到 ( )1 0.3P A B = ，即该校参与校园贷学生的实际比例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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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有学生认为这种问卷调查方式夸张了些，比较耽误时间。那就引导学生思考，你能不能

提出更方便的操作方式？比如分班级抽签的形式。还可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你的生日是在 7 月 1 日

前吗？”这个问题，你能想到其他问题来替换它吗？比如“你的手机号码最后一位数字是奇数吗？”。

进一步引导学生讨论，生活中还可能会涉及到哪些敏感问题需要调查的呢？ 
这种对敏感问题的调查方式是可以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去的，相信学生也会积极参与进来。通过

这个例子，也能潜移默化地让学生们认识到校园贷的危害，意识到要理性消费、合理消费，远离校园贷。 
专业课教师应找准“切入点”，充分挖掘、提炼学科所涵盖的思政教育元素，结合实际生活，设计

相关教学案例，自然和谐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去，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3.4. 走进生活中的俗语，论证俗语的科学性，让课程思政更贴近生活实际 

在介绍小概率事件时，教师可以引入俗语来活跃课堂。生活中有许多励志的“俗语”，比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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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这些“俗

语”都可以用概率论的知识点，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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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为 1”来进行解释[7] [8] [9]。我们用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来介绍，不妨

先看下面这个具体的例子。 
若某人做某事成功的概率为 0.01，他重复做了 500 次，求他至少成功一次的概率。 
我们用 Ai 表示事件“第 i 次获得成功”， 1,2, ,500i =  。则该人至少成功一次的概率为 

( ) ( ) ( ) ( )500
1 2 500 1 5001 1 1 0.99 0.993P P A A A P A P A= − = − = − ≈    

从这个计算结果来看，某人做某事成功的概率非常小，仅为 0.01，但是他坚持不懈地做了 500 次，

获得成功的概率竟高达 99.3%。这说明“水滴石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些俗语都是有科

学道理的，有志者事竟成。 
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证明：一般地，若某事件 A 发生的概率非常小，P(A) = p，当独立地重复做该试验

时，A 迟早发生的概率为 1。我们仍用 Ai表示事件“第 i 次获得成功”，前 n 次试验中 A 都不发生的概率

为 

( ) ( ) ( ) ( ) ( )1 2 1 2 1 .n
n nP A A A P A P A P A p= = −    

这里用到了事件的独立性。由对立事件知，前 n 次试验中 A 至少发生一次的概率为 

( ) ( ) ( )1 21 1 1 1 .n
nP A A A p n− = − − → →∞  

上述的分析表明，不能轻视小概率事件。尽管在一次试验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只要试验次数足够

多而且是独立进行的，那么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可以很接近于 1，它的发生几乎是肯定的。 
进一步拓展，如果事件 A 发生指的是某人所做的坏事被发现，即使这个概率很小，但是坏事做多了，

必然会被发现，正如俗语云“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如果事件 A 发生指的是智者犯错误，虽然智

者犯错的概率很小，但他思虑的事多了，也必然犯错，正如俗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日常生活中，

要正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结束语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如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

本目标，是每一位教师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大思政”背景下，探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

政的实施途径，守好这段渠、种好这份田，使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需要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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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统计课程知识点和思政元素进行深入挖掘，把握好“尺度”和“社会实践的切入点”，在保持专业课

原有特色和独立性的基础上适当融入“思政”元素，循序渐进，因势而导，科学的“思政”，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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