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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而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应用范围广且

实用性较强的数学类基础课。本文深入探索和挖掘该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进程，

实现该课程的全方位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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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
ical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moral education.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 
basic mathematics course with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and strong practicability.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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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explores and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promotes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alizes the all-around educa-
tion concep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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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1]。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而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重要手段。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陈宝生部

长曾说过：“课程思政就是专业课和真善美的结合，人类的专业知识都是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所以在每一个专业课里面都天然地蕴含着真善美的元素，所有真善美的元素又自然地归属于

各个专业知识的领域。”高校教师应充分地挖掘各类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和真善美，实现课程

和思政的高度融合，有机统一，从而提升育人效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人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

程多年，该课程是一门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数学基础课，也是与很多学科相关联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

近几年本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旨在向学生传授理论

知识的同时，树立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出一批批对社会有用人才。 

2. 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 

2.1. 课程内容中挖掘哲学方面的思政元素[2] 

课程内容是一门课程的灵魂和依托，所以应在课程内容中充分的挖掘思政元素[2]。同一个思政元素

可以蕴含在不同的内容中，不同思政元素可以分布在同一内容里。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内容中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思政元素[2]。

在讲授概率论产生的背景和来源时可以从实践观的角度进行思政挖掘，比如在赌博游戏中探寻不输的策

略以及如何合理地分配赌资等问题是概率论的萌芽[3]。在讲授概率论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发展过程

时可以从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上升性角度进行思政挖掘。在研究事件频率的性质、事件概率的定义以及

研究概率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角度进行思政挖掘。在讲解现实生活中的抓阄问

题时，从表面看先抓占有优势，但本质上抓阄与顺序没有关系，即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角度进行思政挖

掘。在研究多维随机变量时可以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进行思政挖掘。在介绍小概率事件发生特点时

可以从可能性和现实性角度进行思政挖掘[4]。 

2.2. 培养爱国情怀和优秀思想品质 

1) 爱国、报效祖国的情怀   
教学中应不断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国内名人故事，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讲好课堂背后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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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5]。谈到我国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研究历史，可以介绍数学家许宝騄，他在我国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学与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我国多元统计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许教授曾在伦敦大学学习和进

行教学，建国后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学术封锁，他便回到祖国，与苏联的研究学者进行学术交

流，并将所学知识传授给其他教师。许宝騄、华罗庚和陈省身三位被称为西南联大三杰。许教授从小身

体较弱，50 年代，他已身患肺结核、胃病等多种疾病，尽管如此，他仍带病进行教学和研究，他曾对学

生说：“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再带你们去看看一个新方向，好让你们知道新方向该怎么闯”这就

是老一辈的科学精神，生命就是为了科学。许宝騄在中国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中所作出的贡献是

无法估量的，他的肖像至今还挂在斯坦福大学统计系的走廊里[6]。 
2) 优秀品质的渗透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阵地，基础课也好专业课也好，教学本质上是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以及知识

传授等高度融合的过程，要提高整个人才培养质量，毫无疑问一定要向课堂要质量，而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教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教师的言行

是其个人修养、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教师在课堂上若能将涵养、学识通过言行传达给学生，学生会对

其产生崇拜之意、敬仰之情，也会学习和效仿老师。所以教师在课堂以外要不断的提高自身修养，培养

良好习惯，通过多读书学习增加各方面学识，并在教学过程中将好的言行举止充分展现给学生。苏霍姆

林斯基说“教育是人与人心灵上最微妙的相互接触”。所以教师要尽可能的与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产

生共鸣，多与学生进行学习和心灵的沟通，根据学生的理解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节奏。课堂上教师要有时

间观念，上课不迟到，下课不延误，引导学生遵守时间，利用课前课间等时间与学生讨论课上及课后遇

到的疑难问题，及时解决学生的困惑，同时也向学生渗透珍惜一切学习时间、合理安排一些碎片时间，

树立良好的时间观念。老师要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并且有评语，引导学生做事情认真细致；课后遇见学

生主动与学生打招呼，让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距离感，尊重学生引导学生做人要谦逊，平易近人。 

3. 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3.1. 合理引用名人名句和谚语 

介绍概率论学习的重要性时，可以引用英国的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杰文斯的经典名句，“概率论是

生活真正的领路人，如果没有对概率的某种估计，那么我们就寸步难行，无所作为”。也可以引用著名

科学家拉普拉斯的经典格言：“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绝大部分其实只是概率问题”。介绍实际推断原

理时会讲到“小概率事件”，这里可以引用民间谚语“瓦罐不离井边破，就怕来的遭数多”来展现其中

蕴含的哲学道理。通过对这则谚语的意思：挂在井沿边打水的瓦罐，在一次打水中被碰破的可能性很小，

但在多次打水中迟早被碰破的可能性却很大，几乎是必然的[7]，向学生们说明小概率事件的两面性。“小

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不会发生”这个实际推断原理使我们有胆子坐飞机出行，有胆子使用液化气，

有胆子开采煤矿等。然而另一面小概率事件在多次重复独立试验中是几乎必然发生，所以我们相信水滴

石穿，相信坚持就是胜利。正因如此，爱迪生经过五万次的试验最终发明了蓄电池，著名画家达芬奇不

厌其烦的画鸡蛋，最终创作出许多不朽的著名画作。我国农民科学家吴吉昌通过无数次的棉花试验终于

培育出棉花新品种，为祖国的农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由此，

可以激励学生不要放弃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要有不达目标绝不放弃的豪情壮志。当然也要正视小概率事

件有发生的可能性，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这个结论告诫同学们要防微杜渐，小的隐患若不消除，就有可能扩大增长，其造成事故的几率也会慢慢

增加。此处可以引用左传中的一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介绍概率密度函数积分性质

时可以引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样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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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丰富课堂组织形式 

由于学生个体差异的不同，学习能力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授课方式由高中的小班上课转变成大班上

课，必将使学生们的学习效果有所差异。为解决类似问题，教学中可以考虑有目标的将学生进行分组，

构建学生学习共同体。这样可以满足个体与整体的有效链接。同时为了锻炼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团结协

作能力、写作能力以及表达能力。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些问题下发给各个小组，要求各个小

组通过相互协作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设计成书面和口头等不同方式完成，根据完成情况

对每个小组进行打分，并将分数记入课程的期末成绩。课堂小组的建立，不仅使小组内部学生们学会处

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锻炼团结合作精神，也能激发各个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锻炼表达能力，勤于思考的能力。 

3.3. 注重学科关联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与很多学科有密切地联系。它与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经济学、生物学、医学、

经济管理学等都有很大的联系。比如，保险行业中的保费估价，就是按照大数定律的有关规律来进行计

算的。对洪涝灾害及地质灾害做预测时，需要先进行样本数据搜集，再根据这些样本数据做统计与分析，

从而对未来发生的灾害的频率和程度做出预测，使人们做好预防，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在讲授假设检

验时，可以结合教育学中的学生成绩，医疗中新药品是否可以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实例进行讲解，帮助学

生理解。生物学中研究群体增长问题时提出了生灭型随机模型，传染病流行问题要用到多变量非线性生

灭过程。将课本知识与其他学科链接起来，开拓学生的学习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 

3.4.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采用启发式教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非常贴近生活的数学学科，所以教学中可以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多利用身边的

实例引导学生探索新知识、新概念、新公式等。比如抛硬币、掷骰子这样常见的例子，通过例子说明它

们的特殊性。特殊之处在哪？特点是什么？可以和学生们共同分析总结出等可能概型的定义，并提出这

样的问题“如何求这类试验中一个事件的概率”，通过特点不难分析推理出事件概率的计算公式。在此

基础上可以继续提问“如果所求事件较复杂即事件中的样本点无法确定”那么前面所推出的公式不能求

解，此时事件的概率又如何计算呢？于是引出全概率公式，并通过实例讲解让学生熟练掌握该公式的运

用，在此基础上逆向思维推出贝叶斯公式，并将两个公式进行对照说明。再比如，参数估计时需要借助

已知估计未知参数，即利用已知样本估计未知参数，那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利用样本呢？我们可以采取

环环相扣，不断启发的形式，借助一个桥梁–样本的函数，然后介绍几个常用的样本函数，再此基础上

介绍具体的估计方法——矩估计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最后通过具体实例进行运算。 

4. 结语 

对各类课程进行思政探索和实践是当前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课程为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探索和挖掘该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旨在向学生

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进程，实现该

课程的全方位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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