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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何充分挖掘该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并探讨将其应

用于实际教学中的注意点。首先通过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内容的详细分析，挖掘出其中隐含的思政

教育元素，并提供三个典型的教学案例。其次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这些思政教育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教学过

程中，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助力其成为更加优秀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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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the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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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how to fully tap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of this course, and 
to explore the points of attention in applying it to practical teaching. Firstly,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urses, the hidden ele-
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identified, and three typical teaching cases are 
provided. Secondly, we will further explore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s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reby improv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and helping them become more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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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其中明确指出，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

键战略。该文件不仅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内容，还对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全

面的规划[1]。该文件的发布，极大地提升了广大高校教师对于思政育人的认识，为他们提供了清晰的指

导方向。同时，该文件的实施也为各高校教师提供了各学科清晰的思政建设方向，使他们能在传授知识

的过程中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中，从而实现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的目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作为各类高校理工科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以便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

挑战和问题[2]。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将这些理论知识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

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将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内容出发，深入探讨如何充分挖掘

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

内容，同时培养其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素养。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的融入方法和举措 

2.1. 强调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广泛的应用性和抽象性，

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3] [4] [5]。通过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可以逐渐培养学生对随机现象

的直观感知和理论上的严谨推理能力，形成对随机现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理解，掌握偶然性与必然性辩证

统一的思想，并体会概率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此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还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

能力、数学建模能力、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探究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实际案例中的数据，将精益求精、严谨、耐心、专注、坚持、

敬业等精神内化为学生的个人素质。此外，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树立质疑、求真、求实、创新的科学态

度，并鼓励学生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同时，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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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不仅应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还要培养学生遵循科学方法的精神，

并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分析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学术和

职业生涯中勇于创新、敢于突破。 
案例一：大数定律中培养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 
大数定律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架起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之

间的桥梁，还用数学的语言严格诠释了当样本数量增加时，频率逐渐稳定于概率值，样本均值也逐渐接

近于数学期望的规律，这个规律揭示了随机事件的频率在长期内的稳定性，体现了偶然性中蕴含的必然

性。更重要的是，大数定律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在各个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因此，

在讲授大数定律时，融入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有助于知识传授，还能有效引领价

值观念的塑造。对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大数定律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挖掘： 
首先，从大数定律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出发，讲述概率论的先驱们如何在探索随机现象的规律中

展现出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例如，早在 18 世纪，伯努利在《推测术》中首次提出了大数定律的概念。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运用数学理论严格证明并解释了这个直觉经验：只要通过大量的试验，人们观察

得到的频率与真实的概率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而且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这个误差就能被控制

在任意小的正数范围内。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切比雪夫、辛钦和伯努利等数学家们以大数定律为基础，

从不同的数学角度对其进行表述，提出了各种形式的大数定律。这些定理都是对大数定律的进一步推广

和发展，使大数定律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通过讲述这些数学家的故事和贡献，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了解大数定律的发展历程，激发他们对概率论的学习兴趣以及对数学家的敬佩之情。同时，这也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其次，结合当代的主题和社会热点，我们可以探讨大数定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例

如，利用大数定律进行民意调查，可以随机抽取足够数量的人群，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以此揭示人

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同样，在投票选举中，大数定律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投票人数的分布。在政策制定

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大数定律进行政策模拟，预测其执行效果，从而更好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此外，通过分析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运用大数定律预测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探讨如

何借助大数定律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问题。通过直观易懂的讲解方式和互动式的讨论，我们可以帮助

学生认识到，大数定律不仅仅是一种数学工具，更是一种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这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同时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 

2.2.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根基，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堂中，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

的政治使命。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课程中涵盖的随机事件和概率计算等知识点可以延伸到法治精神。通过这些概念，让学生们

理解到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并认识到只有依靠法治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公正。例如，在讲解

概率的概念时，我们可以强调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并以此引导学生理解赌博、彩票等行为的风险与危

害，教育他们抵制不良行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其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各种统计量和分布体现了公正、平等的重要原则。例如，在讲解假设

检验和置信区间时，我们可以强调这些方法都是基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对所有样本都是公正和平

等的。同时，在讲解样本数据时，我们可以强调“诚信守法”等价值观。让学生明白数据的真实性和可

靠性对于科学研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引导他们遵循科学精神，保持诚实守信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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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讲解贝叶斯公式时，我们可以突出诚实的重要性。因为贝叶斯公式是基于先验概率和样本

信息进行的，只有真诚地提供先验概率和样本信息，才能得出准确的推断结果。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诚

信意识，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实守信的重要原则[6]。 
案例二：贝叶斯公式中培养诚实守信的价值观 
在介绍贝叶斯公式时，我们可以借助以下历史故事进行讲解：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脍炙人口，其内容

大致为：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无道为博美人褒姒一笑，在骊山点燃烽火谎称犬戎入侵，引得各路诸侯

来救，褒姒见此开怀大笑。幽王又多次点燃烽火，欺骗诸侯。后来犬戎入寇时再燃烽火却无人来救，周

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在这个故事中，周幽王由于说谎，导致各路诸侯不再信任他，他的可信度下降。

那么，如何从概率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呢？以及周幽王的可信度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引导学生们积极

思考，我们可以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假设一开始各路诸侯比较相信周幽王，认为他说实话的概率为 0.9。当周幽王可

信时说谎的概率为 0.1；而当周幽王不可信时撒谎的概率为 0.5。利用贝叶斯公式可以计算出第一次各路

诸侯救援周幽王时，发现犬戎没有来袭，即周幽王说了谎。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各路诸侯对周幽王的

可信程度修正为 0.643。这表明，在各路诸侯上了一次当后，他们对周幽王的信任程度从原来的 0.9 调整

为 0.643。如果周幽王第二次说谎，我们可以计算出他的信任度降为 0.265。如果周幽王连续说谎 5 次，

我们可以计算出他的可信度变化趋势如下： 
 

Table 1. Trends in credibility changes 
表 1. 可信度变化趋势 

说谎次数  1 2 3 4 5 
可信度  0.643 0.265 0.067 0.014 0.003 
降幅  0.257 0.635 0.833 0.886 0.897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当周幽王连续撒谎三次时，信任度从 0.9 下降到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在撒谎

五次后，信任度甚至下降到千分之三，信任度的下降幅度越来越大。 
如果周幽王在说谎两次后信任度为 0.265，此时想改邪归正，则需要连续多少次不说谎，各路诸侯对

周幽王的信任度才能回到最初的 0.9，同样地，我们利用贝叶斯公式来进行计算： 
 

Table 2. Trend of credibility changes after rectification 
表 2. 改邪归正后可信度变化趋势 

次数  1 2 3 4 5 6 7 8 
可信度  0.394 0.539 0.678 0.791 0.872 0.925 0.957 0.976 
增幅  0.129 0.274 0.413 0.526 0.607 0.66 0.692 0.711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随着周幽王改邪归正，信任度逐步提高。在连续两次说谎后，需要连续六次不

说谎才能使信任度达到 0.925，首次达到最初的 0.9。 
通过上述典故，让学生深刻理解诚信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应当告诫同学们，诚信是我们在社会交往

中的基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秉持诚实与真诚的原则。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诚信的珍贵与易失。

一旦信誉受到损害，要想恢复是相当困难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坚持不说谎才有可能弥补。因此，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避免做出不诚实的行为，以免得不偿失。 

2.3. 培养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培养大学生对祖国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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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自豪情感，不仅可以有效地团结社会力量，更能激发他们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在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注重思政教育并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能够使他们

在深入了解祖国丰富历史与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增强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进而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与

责任感，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以下是在本课程中我们可以考虑融入课程思政的几个点。 
首先，通过介绍伟大的数学家和有代表性的数学历史事件等，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数学的独特魅力和

价值，这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并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其次，通过分享中国古人在社会、

经济和工程领域如何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智慧，我们可以让学生直接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例如，古人如何利用概率论预测天气、种植合适的农作物，或者利

用数理统计来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等。最后，通过具体的概率模型在风险评估、质量管理、金融等领域

的应用案例，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

这将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案例三：中国概率论的开创者——许宝騄先生 
许宝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早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于 1910 年出生，早年曾留学英国，并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

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博士。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概率论、数理统

计、数论、矩阵论、分析以及拓扑等。他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在教育方面表现出色。他曾担

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他也培养了许多中国科学院

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做出了杰出

贡献[7]。 
通过将许宝騄先生的生平事迹与课程内容相结合，我们可以让同学们深入了解概率论发展的历史背

景和艰辛过程，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他们对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将激励同学

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思政教育元素的应用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是一项需要精细操作的挑战[8]。生硬、机械的植入方

式是不可取的，它可能导致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之间产生难以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教师不能单纯地将

思政元素加入到课程中，而应将它们与专业知识有机地结合，避免造成两者之间的分离。另一方面，教

师需要注意避免在课程中反复使用相同的案例，以免学生产生审美疲劳，无法持续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再者，如果不自然地插入思政元素，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困惑，无法理解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之间的联系。 
为了确保思政元素能够有效地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教师需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

进行融入。这意味着，教师需要在充分理解课程内容与学生学习需求的基础上，将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

课程中，达到“如春风拂面”的境界。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在学习课程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

受思政教育元素的熏陶，从而更好地实现育人的教学目标。 

3.1. 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要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的融合，而不是生硬地叠加或远离教学内容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

义。必须依据专业知识的特点和规律，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和融入方式，使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例如，在物流管理专业的随机变量概念讲解中，我们可切入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让学生在了解我国物流业的成就和前景的过程中自然地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此外，在讲解完随机变量

的数字特征后，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概率论知识来解决我国物流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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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运输成本等。这样，学生不仅深入理解了专业知识，还能够在现实例子中感受到思政元素的魅力。 

3.2. 与学生需求相契合 

要将思政元素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兴趣、认知水平等相互结合，而非强行灌输或说教。必须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关注其成长与发展，聚焦学生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并关注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通过

思政元素来解答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满足其需求，引导兴趣，提升能力。 

3.3. 与教学方法相配合 

要将思政元素与教学方法进行巧妙的融合，而非单一地讲授或讨论。应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选择合适且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作为辅助。例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探

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情境模拟教学法、比较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价值

判断情境等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解和领悟问题以及知

识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思维、方法论和价值判断，激发他们的思想碰撞和情感体验，从而实现对学生的价

值引领。 

4. 结语 

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爱国情怀具有

深远的意义。通过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培育爱国情怀，我们能够显著提升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推动他们实现全面发展。此外，有机结合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充

分考虑学生的需求、以及精心适配教学方法，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因此，我们

应当高度重视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融入和应用思政教育元素，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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