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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率统计》是高等学校理工和经管各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其课程思政是高校公共基础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团队主要从教材建设、培养科学精神、案例分析以及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紧密融

合等几个方面探讨《概率统计》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融入研究与实践，以期将思政元素自然和谐地

融入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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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ability Statistic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economic management ma-
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of public ba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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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team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mainly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the exca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ourse, from textbook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spirit, case analysis, an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we hope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an be naturally and harmoniously inte-
grated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specialized course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moistening things and being silent” i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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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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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还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课之外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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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立

德树人作为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心、落实“三全育人”各项要求、全面深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等工作，

成为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亟待解决和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地，2021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我校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学校新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课程思政不能等同于

思政课程，不是简单地用德育代替专业教育，而是要全面深入地挖掘和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

文化元素，通过教师巧妙的规划与设计，运用新媒体与新技术，科学合理地将其融入专业课的课堂教学

中，做到既教书又育人[2]。 
《概率统计》适用于各高校理科、工科﹑经济以及管理等本科各专业的一门公共必修课，是高等数

学的一门重要课程。应该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我校担任校长时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

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坚持“应用技术型”的办学定位不动摇。紧密结合学校办学定位，每一门课

程的授课过程应该准确把握其课程思政建设方向与重点。目前，已有各高校的相关教育工作者对《概率

统计》这门课程的思政教学方法与方式进行了探讨与实践。李晨和陈丽萍[2] [3]对该课程的思政元素进行

挖掘并实践；江邵萍和张靠民[4]剖析了该课程的教学现状，结合课程的教学内容，挖掘了几个与教学内

容相关的思政教学案例；邓严林和侯兰宝[5]探析了该课程思政化的有效路径问题；邰枫等[6]分析了高校

“课程思政”的现状，并以该课程为例介绍了“课程思政”建设中所做的尝试；吴宏锷等[7]和苏又等[8]
从具体的“正态分布”和“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入手探讨了该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创创新；

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可以查阅文献[4]和[8]中的引用文献。本文从基于课程思政的教材建设、培养科学

精神、案例分析以及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等四个方面探讨《概率统计》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融入研究与实践，具体如下(实践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1) 强化基于课程思政的教材建设； 
2) 介绍国内学者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的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努力拼搏的科研探索精神； 
3) 结合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知识建立模型的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弘扬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数学素养，做到“文化自信”。坚持将价值塑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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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 
 

 
Figure 1. Practice structure fig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图 1.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结构图 

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教学实践 

2.1. 强化基于课程思政元素的教材建设 

众所周知，教材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系统知识和进行学习的主要材料；也是任课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

依据。特别地，合适的教材是高校和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工具，更是绝大多数教学实践活动的

基础[6] [9]。教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教学效果，同时间接影响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效果，因此基

于课程思政的配套教材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6] [9]。因此，课程团队应当要充分分析《概率统计》的课

程性质、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打造课程优质教材。力争在今后的课程建设中，把精力放在合适高

校(特别是我校各专业)的教材建设工作中，并且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将合适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其中。 

2.2. 培养科学精神 

一门课程的开端，往往会介绍该门课程的起源、发展以及在诸多领域的应用。特别地，教师应着重

介绍国内概率统计方向的优秀专家学者，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数学家们的思想[10]。例如：在这门课程的课

程介绍中，会以我国著名的许宝騄院士为例开始课程内容的讲解，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艰难的岁月中作

为学科开拓者为后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也会介绍

我国著名的概率论学者王梓坤院士的事迹，因为他不仅是我国教师节的提倡者，而且是我国概率论领域

开展研究的先驱者，更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之一[2]。科学家们都是凭着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和

努力拼搏的科研精神，为祖国无私奉献、投身祖国科研、献身科学研究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

习。他们自身成才的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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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该课

程较为理想的思政元素，将其合理有效地融入课堂，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2]。 

2.3. 结合案例分析，培养学生探索精神 

《概率统计》是所有数学类课程中具有较强实用性的一门课程，因此在教师授课过程中注重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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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学习这门课程的实用性，又能够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启发式教学与创新思维相结合，从生活中常被忽视的细节入手，启发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例如：可以利用概率统计的知识解决校园内许

多涉及隐私的敏感问题；在介绍贝叶斯公式时可以结合家喻户晓的“狼来了”的寓言故事进行分析，由

此引导学生铸就诚信品质，争做文明新人[8]；在对“数理统计基本知识”的教学中，当介绍几种常见的

抽样分布时，可以引入“数理统计发展史”引导学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讲解“小概率事件”时，可 
 

 
Figure 2. Small probability and big philosophy 
图 2. 小概率大哲理 

 

 
Figure 3. “Kiss on the Moon” after the 5th Chang’e going to heaven 
图 3. 嫦娥五号升天后的“月上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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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系上当前疫情的发生情况，引导同学们牢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类似的人生哲

理，如图 2 所示；在讲解正态分布的知识点时，以“2020 年 12 月 6 日，‘嫦娥’五号实现了月轨无人

交会对接，完成了甜蜜的‘月上之吻’。”为例，既作为问题的引入，又可以让同学们对祖国的航天科

技的发达深感自豪和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如图 3 所示。 

2.4. 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 

该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主要体现为：注重数学思想、知识来源与数学的应用；做好课程思政建设，

弘扬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数学素养，做到“文化自信”。知识与能力目标主要体现在：

使学生比较系统地理解与掌握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初步养成数学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以

及自学能力。应用目标主要体现为：使学生掌握运用概率统计知识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团队结合各专业要求和课程特点，深挖课程思

政元素(包含既有的和实时的)，坚持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新世纪应用型人才打下一定的基础。例如：课堂上可以组织学生利用概率统计知识讨论和解决“三

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的问题，阐明了“人多办法多、人多智慧多的一种赞誉”的人生哲理[11]；
引导各专业学生善于发现身边的概率统计问题，并正确使用概率统计工具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践(参加大学生数学竞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统计建

模大赛等各种学科竞赛)；在介绍“概率的定义”时，可以把“频率与概率的辩证关系”准确融入到教学

中——体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对立统一：事件的频率具有偶然性，而事件的概率具有必然性。 

3. 结语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12] [13]。教书与育人紧密联系，密不可分，教

书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因此，如何在日常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实现立德树人这个高校的中心，是每

一所高校和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为了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高校教师应该积极挖掘专业课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在保持专业

课原有特色和独立性的基础上探索如何适当将“思政”元素循序渐进融入到课堂中，保障科学的“思政”，

真正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12] [13]。相对于目前所存在的该课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研

究成果，本文主要从基于课程思政元素的教材建设和弘扬中国传统数学文化，培养学生的综合数学素养，

做到“文化自信”等几个方面探讨该课程的思政教学探讨与创新，希望为该《概率统计》在课程思政方

面的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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