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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我们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开展了教学创新改革。增

加了前沿性和应用性的教学内容，采用了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将传统课堂教学和信息化的教学

手段深度融合，有效地互补了传统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的不足与缺陷。文章针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

目前在实际教学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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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students’ mathematic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we 
have carried out innovative teaching reform on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e increased the advanced and applied teaching content and adopted advanced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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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methods. We deeply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nformation teaching 
methods, effective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net-
work teaching.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hat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confronted with in the course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
crete reform measur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rete reform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
lems in the actual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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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本科生二年级的必修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的用处。通过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自主

性，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1] [2] [3]。 
该课程不同于高等数学，学生拿到教材普遍感觉不容易理解，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门课。区别于高

等数学的连续抽象，线性代数的离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相对来说较为独立。其研究对象具有非

常独特的思维特征，并且和其他学科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4]。简单的理解，该课程正是数学如何在实践

中应用衔接的具体科学，通过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具的应用，能够使人们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及数据进行

冷静科学的分析，让学生真切的意识到这门课的重要作用[5] [6] [7]。 

2. 在概率统计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该课程存在一定的授课难度。主要原因在于：1) 内容抽象，理论性强，对前期所学数学课程的要求

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具有理论性强、依赖前期数学基础的典型特点。例如，在已知二维连续型随机变

量的联合密度函数的条件下，相关系数的求解，当中涉及了求解边缘密度的问题，涉及函数的期望的计

算等内容，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一个重要内容，该求解过程依赖于积分甚至二重积分的计算。较为遗

憾的是在教授过程中，大部分的学生的积分计算能力都有所欠缺。 
2) 重概率，轻统计。该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的概率论部分，另一部分是实

际应用的数理统计。在教授过程中，因为学时的限制，分配给实际应用部分的数理统计的时间很少，使

得学生往往在刚学会利用所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就戛然而止，因而并不会给学生在未来的学习生涯中提

供更好的理论基础[8]。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改革建设 

作为新时代下教学改革的对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的讲授也要紧跟时代新问题，将知识和应

用实例结合起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讲授的重点也应该从以往的侧重技术技巧，

转变到侧重知识背景，知识理解，让实际需求与数学衔接。具体而言，在教授过程中，可以有如下几点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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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混合式教学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线下教学与慕课堂结合的形式。分配好线下与线上的具体时间。一方面，将全

部的知识点，在线下课堂的教授过程中进行知识点的划分。另一方面，则在线上的慕课堂中及时的进行

知识点的回顾测试，通过慕课堂的测试结果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难点。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解决

反馈不及时以及因为学生人数过多造成的差异过大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利用慕课堂进行课堂点名等任

务，节约课下的课堂纪律管理时间。 
(二) 先进的教学手段 
在每个章节的讲解过程中，采用动画演示以及模拟试验的形式将原来晦涩难懂且抽象的理论知识生

动化、简单化，由此增加课堂的趣味性。通过该教学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理解

能力。 
增加许多趣味的动画演示。例如，在介绍随机现象时，制作高尔顿钉板实验的动画，其具体过程为：

每一黑点表示钉在板上的一颗钉子，它们彼此的距离均相等，上一层的每一颗的水平位置恰好位于下一

层的两颗正中间。自板上端放入一小球，任其自由落下。在下落过程中，当小球碰到钉子时，从左边落

下与从右边落下的机会相等。碰到下一排钉子也是如此。自板上端放入 n (n 自行输入)个小球，观察小球

落下后呈现曲线并统计小球落入各个格子的频率。动画的结果显示，每次动画的结果总是类似的。这也

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小球落入各个格子的频率趋于稳定，其稳定值就是概率。第二，放入大量小球后，

最后呈现的曲线几乎总是类似的。也就是中心极限定理的解释。再比如，在假设检验的学习过程中，加

入女士品茶的动画设计，增加学习假设检验的趣味性，以及引发对假设检验原理的思考。类似的动画还

有三门问题，彩票、扑克等。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增加模拟实验以提高学生的理解程度。例如在频率的讲解过程中，可采用 Excel

模拟抛硬币的过程，模拟掷骰子的过程以及模拟抛硬币、掷骰子的频率趋势，更为直观的理解频率逼近

概率的原理。学习二项分布与泊松分布的过程中，增加二项分布与泊松分布的概率计算的模拟，以及模

拟二项分布与泊松分布的近似效果试验，更加深入的理解泊松分布近似二项分布的适用条件。在总体和

样本等概念的讲解中，模拟从总体中抽取样本的过程，以及统计量的计算过程，掌握统计推断的原理。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斥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给本课程带来的教学体验的变化。 
(三) 案例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法。通过对具体情景的描述和理解，从

中抽象出与本课程相应的问题，引发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分析和讨论，提高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例如排队论的问题。在生活中，银行办理业务，食堂就餐，乘坐交通工具等等，排队无处不在。那

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某银行开放了甲乙两个柜台办理业务。当小明来到银行时，每个柜台各有一名顾客

在办理业务，前面还有一个顾客在等待办理业务。假设甲乙两个柜台办理业务的时间相互独立，且办理

完业务顾客就会离开银行。问 1) 小明在银行的平均排队时间？2) 小明在哪个柜台办理业务的可能性

大？3) 四个顾客中国小明最后离开银行的概率多大？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一经提出，立刻引起讨论。

但大部分同学都是基于直觉做出回答。于是教师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达到解

决问题的目的。具体步骤为： 
1) 提出问题：在该问题中，如何将实际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关键在于描述柜台人员办理业务的时

间的分布。 
2) 分析问题：假设甲柜台办理业务的时间服从 ( )1Exp λ ，乙柜台办理业务的时间服从 ( )2Exp λ 。现

给 4 名顾客编号，在甲柜台办理业务的顾客编号 1，在乙柜台办理业务的顾客编号 2，等待办理业务的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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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编号 2，小明编号 4。 
3) 启发思考：尽管不知道 1 号何 2 号办理业务的时间长短，但是由于几何分布的无记忆性可知，他

们的剩余办理时间 1X 和 2X 分别服从 ( )1Exp λ 和 ( )2Exp λ ，并且相互独立。因此 3 号办理业务的时刻为

( ) ( )1 1 2 1 2min ,T ExpX X λ λ= ∼ + 。则甲给 3 号办理业务的概率即 ( ) ( )11 2 1 2X XP λ λ λ=< + 。注意到在 1T 时

4 号的处境与 0 时刻 3 号的处境一样。因此，在 1T 时再过 ( )2 1 2~T Exp λ λ+ 时，4 号去办理业务，甲柜台

给 4 号办理业务的概率为 ( )1 1 2λ λ λ+ 。 
4) 解决问题：① 小明的平均排队时间为 ( ) ( )1 2 1 22T TE λ λ=+ + 。 
② 小明在甲柜台办理业务的概率为 ( )1 1 2λ λ λ+ 。 
③ 小明在办理业务时，其他 3 人中走了两个，还有一人在办理业务。设 3 号在剩余办理时间记为 3X ，

小明的剩余办理时间记为 4X 。令 A = {甲柜台办理小明的业务}，B = {小明最后离开}。在 A 发生时，

( )3 2~X Exp λ ， ( )4 1~X Exp λ 且独立，所以 ( ) ( ) ( )3 4 2 1 2|P P X X AB A λ λ λ= < = + 。在 A 发生时， 

( )3 1~X Exp λ ， ( )4 2~X Exp λ 且独立，所以 ( ) ( ) ( )3 4 1 1 2|P P X X AB A λ λ λ= < = + 。又 

( ) ( )1 1 2P A λ λ λ= + 。由全概率公式： ( ) ( ) ( ) ( ) ( ) ( )1 2 1 22| |P B P A P P A PB A B A λ λ λ λ= + = + 。 

该实际问题，即包含了随机变量的分布特征，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全概率公式等知识点。类似的

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保险问题，生日问题，游戏通关费用，质量控制问题等等。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增

加案例分析，通过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启发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改革效果 

通过以上的改革创新的教学方式，可达到以下几个教学效果： 
1) 通过现代信息化技术与传统课堂的结合，构建了师生之间、课堂内外的桥梁。将学生考勤、师生

之间资源共享、课堂问答交流等通过慕课堂等工具的使用，全面提升了课堂的教学体验。 
2) 采用动画设计、模拟实验等先进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提升了课堂的趣味性，另一方面，引导学生

的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尤其通过模拟实验的形式，锻炼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技能，非常受学生欢迎。 
3) 采用案例分析法，使得枯燥的理论知识具体化。不仅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增强了学生独立

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于传统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授课方式的创新改革，采用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

段，探索了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方法。 

基金项目 

本论文被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优势特色学科(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统计数据工程技

术与应用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参考文献 
[1] 潘保田. 新时代新要求新征程全面提升高等理科教育水平[J]. 高等理科教育, 2019(5): 3-7. 

[2] 许健松. 高校探究式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拓展[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11): 35-37. 

[3] 谢和平. 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一流本科教育川大实践[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12): 17-23. 

[4] 王芬. 案例教学法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的应用[J]. 高教学刊, 2016(20): 74-75. 

[5] 沈爱婷.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版), 2018(10): 144-14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169


肖敏 等 
 

 

DOI: 10.12677/ae.2021.114169 1094 教育进展 
 

[6] 郭良栋, 武力兵. 大数据时代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16): 
149-150. 

[7] 万安华. 注重培养大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教学探索与实践[J]. 大学数学, 2019, 35(1): 25-29. 

[8] 谷艳华. 大数据时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改革探析[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2): 243.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416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改革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在概率统计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改革建设
	4. 改革效果
	5. 总结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