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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whether students can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nd compre-
hend the random thought, statistical thought and probabilistic thinking, largely depends on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s a future mathematics teacher, mathemat-
ics normal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obviousl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cogni-
tive level of mathematics normal students’ high school probability core knowledge. Through in-
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athematics normal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of probability is not 
optimistic,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mathematics norma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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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概率统计内容引入高中数学课程，学生能否正确理解概率统计概念、领会随机思想、统计思想和概

率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对概率统计的理解。而作为未来数学教师的数学师范生对概率统计

知识的认知水平显然对高中数学教学有着重要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数学师范生对高中概率核心知识的认

知水平，通过调查发现数学师范生对概率知识的理解水平不容乐观，这是要在今后的师范生培养中给予

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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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 年 5 月出台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1] (以下简称《课标》)明确地将概率与统计

作为高中数学课程的必修内容，并将数据处理、统计知识等纳入数学“双基”。这一《课标》于 2004 年

开始实施，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高中数学教师理应已经具备全面而系统的概率统计知识，能够深刻理解

随机思想、统计思想和概率意义。但据李勇等[2] 2016 年做的调查研究显示高中数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

对《课标》涉及的概率统计知识的认知水平不容乐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关于数学师

范生的培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概率是“不确定数学”，其研究目的是寻找随机现象中的规律性。它与代数、几何在思维方式和学

习方式上有很多不同，故而相应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课堂设计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应随之变化。

然而，在目前的高等师范教育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虽然一直是数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但是对数学

师范生关于概率知识的学习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教材也没有随着高中新课标的出台而调整。这就造成了

我们延用旧的方法、策略和方式培养新课标下数学师范生的随机思想、统计思想和概率思维方式的现状，

使得作为未来担负起中小学数学教学工作储备军的数学师范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课标下概率的教学。如

何改变这种现状，提高数学师范生的教育质量呢？我们认为，任何方法的有效实施都应该以数学师范生

对概率知识的掌握情况为基础。那么，作为未来数学教师的数学师范生对概率知识的认知处于何种水平？

是否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克服这些不足，提升理解水平？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可以为数学师范生的培

养提供参考。 

2.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数学师范生对概率核心知识的认知水平现状，得出数学师范生概率学习的认知

框架，并分析、研究学生在概率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改进课程教学和提高数学师范生培养质量提

供依据。因此，问卷中的问题涉及的知识以《课标》要求的概率内容为范围。 
在高中新课标教材中概率统计内容出现在必修 3 [3]与选修 2~3 [4]，其中概率部分主要由随机事件与

概率、古典概型与几何概型、概率应用、条件概率与事件的独立性、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五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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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调查问卷可由解答题和选择题构成，这两类题目各有利弊，解答题的作答往往费时较多，容

易引起调查对象的反感，影响调查结果，但如果被试对象配合认真作答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而

选择题容易确定标准答案，可以减少被试对象的作答时间和作答误差，也便于统计分析。对概率知识认

知的调查采用“选择题 + 解答题”的形式构成测试问卷，被试对象在选择正确答案的同时还需要写出作

答理由。我们从李俊所著《中小学概率的教与学》[5]附录测试题中选取 I1(2)、I2(1)、I4(5)、II1(8)、II2(3)、
II3(4)、III1(1)、IV8 分别为调查问卷的第 1 题至第 8 题。 

3.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江西省赣州市某师范大学 2016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专业的本科生，调查

时间安排在调查对象完成《概率论》课程学习后两周，答题时间为 40 分钟，共计发放 169 份测试问卷，

最终回收问卷 165 份，其中有效问卷 155 份，有效率 93.9%。有效问卷是指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至少完成

80%的题目，没有作答或所有题都没有给出解答理由的问卷视为无效试卷。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数学师范生对现行高中数学教材中的概率知识的解释能力，为此我们将有效

问卷中每道测试题的作答结果分成四类，即错误–模糊–理解–掌握： 
1) 错误：题目没有作答，或选择答案错误； 
2) 模糊：选择答案正确，但没有给出选择理由或者所述理由完全与题意无关； 
3) 理解：选择答案正确并给出了选择理由，但所述理由不充分、有部分错误； 
4) 掌握：选择答案正确且所述理由完全正确。 
分别统计每道题各类作答结果的人数，再计算出其频率，画出相应的频率直方图(图 1、图 2)。下面

我们逐个给出调查的结果和分析。 
 

 
Histogram 1.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1 
直方图 1. 概率问卷第 1 题 

 

 
Histogram 2.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2 
直方图 2. 概率问卷第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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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3 题用于考察学生是否能正确区分不可能事件、可能事件和必然事件，正确答案分别为 C、
B 和 B。样本空间、样本点和随机事件是概率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是引入概率定义所必须的术语。随机

事件根据其包含样本点的多少分为不可能事件、可能事件和必然事件。按照《课标》的要求，学生应该

能根据实例所示的随机现象写出样本空间，并把所求的随机事件用集合形式表示。直方图 1~直方图 3 说

明，超过 70%的学生能够正确区分不可能事件、可能事件和必然事件，属于错误和模糊理解的比例不到

30%。对模糊理解问卷的访谈分析，发现部分学生对问卷中的问题背景不清楚，导致答题正确而没有说

明选择理由。总体上，数学师范生对概率论中的样本空间、随机事件的理解状况较好，但与高中教学要

求仍有差距。 
 

 
Histogram 3.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3 
直方图 3. 概率问卷第 3 题 

 

 
Histogram 4.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4 
直方图 4. 概率问卷第 4 题 

 
2) 第 4 题和第 5 题用于考察学生对大数定律的理解深度，正确答案分别为 E 和 C。大数定律有多种

形式，其中最简单的伯努利大数定律解释了“概率是频率的稳定值”，因此可以用频率的稳定值去获得

概率(即为概率的统计定义)。对概率的统计定义需要注意两点：一是频率在其概率附件摆动；二是重复试

验次数越大，频率越接近概率。直方图 4 和直方图 5 说明，对大数定律的理解，属于理解和掌握水平的

学生比例不到 40%，而属于模糊理解水平的学生比例为 43.40%。总体上，数学师范生对大数定律的理解

深度不理想。 
3) 第 6 题用于考察学生使用预言结果的倾向以及从频率的角度解释概率的能力。根据 Konold [5]的

描述，使用预言结果法的学生往往以某一事件发生概率是大于还是小于 50%作为预言该结果是否发生的

标准。例如：若是你预言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大，而它又真的发生了，那么他们会认为你的预言很准，

如果没有发生，他们则会认为你的预言很不准。直方图 6 说明，属于模糊和理解水平的学生比例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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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而错误理解的比例高达 81.13%。总体上，大多数数学师范生会使用预言结果法，缺乏从频率角

度解释概率的能力，他们的理解水平与高中教学要求有很大差距。 
 

 
Histogram 5.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5 
直方图 5. 概率问卷第 5 题 

 

 
Histogram 6.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6 
直方图 6. 概率问卷第 6 题 

 
4) 第 7 题用于考察学生对古典概型的理解水平，正确答案是 A。古典概型是《课标》要求的基本内

容，也是高中概率统计教学的重点内容。直方图 7 说明，超过 96%的学生能答题正确，其中属于理解和

掌握水平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52.83%和 33.96%。总体上，数学师范生对古典概型的理解状况比较好。 
 

 
Histogram 7.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7 
直方图 7. 概率问卷第 7 题 

0.2075 

0.4340 
0.3019 

0.0566 

0.0 

0.2 

0.4 

0.6 

0.8 

1.0 

错误 模糊 理解 掌握

频
率

0.8113 

0.0943 0.0943 
0.0000 

0.0 

0.2 

0.4 

0.6 

0.8 

1.0 

错误 模糊 理解 掌握

频
率

0.0377 
0.0943 

0.5283 

0.3396 

0.0 

0.2 

0.4 

0.6 

0.8 

1.0 

错误 模糊 理解 掌握

频
率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5097


刘芳 
 

 

DOI: 10.12677/ass.2019.85097 694 社会科学前沿 

 

 
Histogram 8. Probability questionnaire question 8 
直方图 8. 概率问卷第 8 题 

 
5) 第 8 题用于考察学生对随机向量和独立性的认识深度，正确答案是 C。我们可以用两个相互独立

的随机变量刻画旋转两个转盘的指针所得的结果，然后用随机变量的分布律来计算随机事件的概率。直

方图 8 说明，52.83%的学生计算错误，41.51%的学生能给出完整的计算过程，而 5.66%的学生属于模糊

理解水平。总体上，数学师范生对随机向量和独立性的理解深度不理想，缺乏利用所学知识解释实际问

题的能力。 

4. 结论与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地方性师范院校的数学师范生对概率核心知识的认知水平不容乐观，部分数学师范

生对某些概率核心知识的理解水平都处于错误或模糊状态，理解深度不够，缺乏用这些概念答疑解惑的

能力，将来不能很好地承担高中数学概率知识的教学任务。 
根据本次的调查研究和平时了解的情况，对造成数学师范生概率核心知识认识不理想的现状归因如

下： 
首先，大学的教学改革滞后于高中的教学改革，造成大学教学与高中教学的脱节。新《课标》自 2003

年颁布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改革，高中教学在教学方法、课程理念、课程框架和教学内容上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高等教育关于教学的改革进展缓慢，虽然近年来教育部在推进师范专业的培养方式改革，但

是已经明显滞后于高中的教学改革。同时，高校和高中的教学改革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是独

立进行，这就造成了大学数学与高中数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等方面的脱节。例如：高中

概率概念的教学中高中教师一般会创造问题情境，鼓励学生用真实的活动、真实的数据和直观模拟试验

去检查、修改或改正他们对概率概念的错误认识，并且学会分析和发现错误认识的原因，采取探究式的

学习策略学习概率概念知识；而大学教师常常也不太愿意让这样的“小孩子游戏”占用太多的教学时间。 
其次，大学的概率课程与高中的教学需求脱节，造成数学师范生无法适应高中概率的教学。相比较

大学的教学，高中概率的教学更注重通过具体实例或实验，让学生学习如何收集和整理数据，如何用图

表直观表示数据，如何刻画数据的数字特征等方法；让学生在具体实例的操作、解答过程中，感悟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体会随机性思维与确定性思维的差异、归纳推断与演绎证明

的差异，积累数据分析的经验。显然，数学师范生在大学中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第三，数学师范生对概率的学习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数学师范生认为概率的学习与数学的学

习没有区别，只要会做题解题就可以了，忽略了运用概率知识分析、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有些数

学师范生学习缺乏主动性，“考什么就学什么”，不重视结合概率的特点系统学习相关知识。还有些数

学师范生不重视教学技能的学习，自然没有考虑怎样教学才能体现概率的特点，才能有利于学生数据分

析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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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数学师范生对概率知识的认知水平，针对以上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高等师范院校应紧随高中数学课程改革，对概率的教学进行改革，改善师范生所学与高中教学要

求脱节的现状。例如在数学史的教学中增加概率的发展史，通过对数学发展史和概率发展史对比学习，

不但能开阔师范生的数学视野，也能激发师范生学习概率和统计的兴趣，进而重视概率的学习。高中概

率和统计的教学除了概念和方法的学习外，比较注重实践教学，强调运用概率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训练。在大学概率课程的教学中，可以加强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在某些内容(如蒲丰投针试验、蒙特卡

罗等)的教学中增加 Excel 统计工具的演示，使数学师范生对这些方法有了直观的认知，缓解理论学习的

枯燥感，提高教学效果。 
2) 加强大学概率论课程的改革。当前主流的概率论教材与高中教学要求有些脱节。高等师范院校可

以根据数学师范生的专业特色，编写合适的概率论教材或辅助书籍，以满足高中概率的教学要求。另外，

增设概率实验教学课，改变现在概率论课程只有理论课没有实验课的现状，数学师范生利用计算机通过

数学软件验证学到的概率方法，有利于他们理解概率思想，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加强数学师范生对概率思想的重视。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师范生对概率的学习侧重于解题技巧训

练，忽略了运用概率思想分析、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高师院校可以在概率论课程后布置一些调查

研究任务，让师范生参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的全过程，使师范生在调查过程中运用概率的思想方法，

解决具体问题，让他们学有所用，获得学习的满足感。 
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次调查只在江西省一所师范院校进行，所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和片面性，不能全面地反映我国数学师范生对概率核心知识的认知水平。但是从调查结果也能发现数学

师范生对概率知识的理解水平不容乐观，与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异，这是要在今后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中给予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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