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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军队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为背景，对“独立性”一节的思政元素进行了挖掘，将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数学文化、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家国情怀及人文情怀贯穿于课堂教学，探讨如

何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于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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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n military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section of “independence”, pene-
trates the ideological methods of Marxist philosophy, mathematical cultur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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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deeds,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humanistic feeling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and dis-
cusses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knowledge teach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value guidance into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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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事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思想政治教育是这项工程中首当其冲的任务。2020 年教育部《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1]。如何把握军事院校学员的

思想教育问题，如何促进大学数学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是我们

每一位军队院校大学数学教员面对的课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是大学数学课程中一门重要的数学基础课程，其既有自然科学的数理逻辑，

又有社会科学的人文思辨，更有具体学科普遍适用的哲学高度[2]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思政，就

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的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员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学员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堂教学中，通过对

定义的引入、定理和公式的分析与推导，将教学内容升华为思政元素，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

价值引领有机统一，使思政教育做到润物细无声，将价值观培育“基因式”地植入到授课中，可帮助学

员认清问题本质，引导学员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和对该知识点的深刻认识，深入挖掘围绕《事件的独立性》知识点的各教

学环节中所蕴含的相关思政元素，认真做好本知识点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把“课程思政”理念贯穿于教

育教学的全过程。 

2. 教学设计 

在教学设计中，遵循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设计授课。

在教学设计上，不能为了德育而德育，生搬硬套，找准连接点，充分揭示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元素之间

的内在联系，进行合理设计和安排，润物细无声地引导。 

2.1. 知识点简介 

“独立性”这一知识点选自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 1.6 节独立性[4]。独立性是概率统计中一个

重要而独特的概念。一般地，如果事件 A 发生与否对事件 B 发生的概率没有影响，称事件 A，B 相互独

立。严格的数学定义为：若 ( ) ( ) ( )P AB P A P B= ，则称事件 A，B 相互独立。 
“独立性”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很独特的概念。前苏联数学家柯

尔莫哥洛夫曾经说过：“人们发现独立性概念至少是概率论问题真正本质的第一个萌芽。”概率论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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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知识点都是以独立性为前提，例如，n 重伯努利试验、随机变量的独立性等知识。特别地，整个数理

统计都是建立在随机变量满足相互独立这一条件基础之上的。不夸张地说，没有独立性的条件，就没有

数理统计这门学科。 

2.2. 思政目标的提出 

根据本知识点的特点以及我校学员的专业特点，提出我们授课思政目标为：增强学员的家国情怀和

使命感；提升学员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培养学员善于质疑、乐于探究、勤于动

脑、努力求知的研究态度；促使学员文理思维融合，同时提高学员的数学和人文素养；培养学员协作精

神和自律意识。 

2.3. 思政元素的挖掘 

根据本知识点的特点以及我校学员的专业特点，对“思政元素”融入本知识点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度挖掘： 
从家国情怀使命任务方面进行思政教育，培养学员国家忧患意识，激发学员立志报国的理想情怀；

从数学史出发并结合案例进行思政教育，激发学员努力学习锻炼，勇担民族使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

想出发进行思政教育，增强学员辩证思辨能力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人文意境出发进行思政教

育，促使学员文理思维融合从而提高学员的数学和人文素养。 

2.4. 思政元素与知识点的融合思路 

主要融合思路如下：从概念的引出进行融入，从概念的讲解进行融入，从例题的讲解进行融入，从

课堂小结进行融入。 
具体做法如下(思政元素与知识点融合案例表 1)： 
思政点融合案例 1：在概念的引出时，首先通过视频的教育功能，让学员意识到，我们的周边环境

并不平静，特别是我们的领海一直守着外敌的威胁。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作为军校

的学员，必须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锻炼身体，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操作技能，为了我们的祖

国和人民时刻准备着！ 
思政点融合案例 2：观看完视频，教员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难道真如视频中所说利用 90 枚反舰

导弹就能击沉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吗？”这样就营造了一个积极思考的环境，有助于帮助学员了解概率统

计的方法来源于实际，又在实际工作中有广泛的应用。从而引导学员进行数学建模，并一步一步自己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激起学员的探究欲望，而不是被动地记忆、理解教师传授的知识。在解决案例的过

程中，学员可以获得亲身思考的机会，便于逐渐形成善于质疑、乐于探究、勤于动脑、努力求知的研究

态度。 
思政点融合案例 3：给出两个事件的相互独立性的定义后，再用鲁迅的话进行解释“独立性”定义：

“人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我自觉的他们吵闹。”使学员对“独立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促使学员文理

思维融合，从而提高学员的数学和人文素养。 
思政点融合案例 4：由两个事件的独立性的定义，引导学员给出三个事件独立性的定义，进而推广

到 n 个事件的情形。让学员体会由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思维过程。教学过程首先由实际问题导出独立性的

定义，然后由定义导出独立性的性质，最后利用“事件的独立性”解决实际军事问题，培养学员从实际

抽象出理论，再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哲学的视角进行结合，恰当展现知识点

中的哲学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特殊”和“一般”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渗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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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传递

爱党，爱国的正能量。从而使学员在想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和提升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思政点融合案例 5：在讲授“相互独立”和“两两独立”之间的关系，引入“伯恩斯坦反例”，进而

介绍前苏联数学家伯恩斯坦的生平事迹。鼓励学员励志成才，努力上进。爱学习，爱思考，不畏惧权威，

并适时鼓励学员任何问题都是由浅入深的，只要有跳一跳的勇气，难题也会被我们抽丝剥茧的简单化。 
思政点融合案例 6：解决系统可靠性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串联系统，其正常工作的概率等于各个元

件正常工作的概率之积，即整体的可靠性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元件可靠性的高低。一个简单的并联系统，

其正常工作的概率等于 1 减去各元件不能正常工作的概率之积的差，相对来说，因元件个体之间的合作

并存的关系，并联系统的可靠性对系统整体的依赖程度高于对个体的依赖。那么，对于一个串、并联状

态并存的混合的复杂系统，为了保证整体系统的运行质量，既要求个体之间要有团结合作，又要求每一

个个体元件保持自身性能的高标准。教学中，教员要把这种可靠性与个体的高标准自我要求和团结合作

精神进行有机的联系。 
思政点融合案例 7：通过介绍与本知识点有关的两位前苏联数学家，接着进行引导讲述：我们都知

道前苏联科技、军事都很牛。苏联当时设计出来没有完成的武器装备都令当今的俄罗斯强大到了现在，

现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吃了 30 年的苏联老本，可想而知苏联当时有多牛。进而提出问题：前苏联的科技军

事为什么那么强大？让学员思考讨论后，教员给出答案——数学家是前苏联的隐藏的最大的秘密武器！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是科技的基础。进而鼓励学员，在当今国家的科技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大环

境下，我们应该且必须要重视数学，学好数学，用好数学！ 
 
Table 1. List of integration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knowledge points 
表 1. 思政元素与知识点融合案例 

序号 思政切入点 思政实施过程 思政目标 

1 独立性概念引入时 

通过视频的教育功能，让学员意识到，我们国家的周

边环境并不平静，特别是我们的领海一直守着外敌的

威胁。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作为

军校的学员，必须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锻

炼身体，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操作技能。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做一名有担

当、有本事、有血性的新一代青年。 

2 提出问题时 

有针对性的提出问题：“难道真如视频中所说利用 90
枚反舰导弹就能击沉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吗？“这样就

营造了一个积极思考的环境，有助于帮助学员了解概

率统计的方法来源于实际，又在实际工作中有广泛的

应用。 

使受教育者善于质疑、乐于探究、

勤于动脑、努力求知的研究态度。 

3 概念的讲解时 
用鲁迅的话进行解释“独立性”定义：“人世间的悲

欢并不相通，我自觉的他们吵闹。”使学员对“独立

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促使受教育者文理思维融合，从而

提高学员的数学和人文素养。 

4 问题的分析时 

由两个事件的独立性的定义，引导学员给出三个事件

独立性的定义，进而推广到 n 个事件的情形。 
教学过程首先由实际问题导出独立性的定义，然后由

定义导出独立性的性质，最后利用“事件的独立性”

解决实际军事问题，培养学员从实际抽象出理论，再

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 
在教学实践中，从哲学的视角，恰当展现知识点中的

哲学内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特殊”和

“一般”以及“理论”与“实践”

的辩证关系渗透进来。实现在传授

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中，传播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增强马克

思主义信仰，传递爱党，爱国的正

能量。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3079


孙慧静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3079 476 创新教育研究 
 

Continued 

5 概念的辨析时 
在讲授“相互独立”和“两两独立”之间的关系，引

入“伯恩斯坦反例”，进而介绍前苏联数学家伯恩斯

坦的生平事迹。 

鼓励学员爱学习，爱思考，不畏惧

权威。 
鼓励学员任何问题都是由浅入深

的，只要有跳一跳的勇气，难题也

会被我们抽丝剥茧的简单化。 

6 利用独立性知识点

解决可靠性问题时 

解决系统可靠性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串联系统，其正

常工作的概率等于各个元件正常工作的概率之积，即

整体的可靠性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元件可靠性的高低。

一个简单的并联系统，其正常工作的概率等于 1 减去

各元件不能正常工作的概率之积的差，相对来说，因

元件个体之间的合作并存的关系，并联系统的可靠性

对系统整体的依赖程度高于对个体的依赖。那么，对

于一个串、并联状态并存的混合的复杂系统，为了保

证整体系统的运行质量，既要求个体之间要有团结合

作，又要求每一个个体元件保持自身性能的高标准。 

高标准自我要求和团结合作精神 

7 课堂小结时 

通过介绍与本知识点有关的两位前苏联数学家，接着

进行引导讲述：我们都知道前苏联科技、军事都很牛。

苏联当时设计出来没有完成的武器装备都令当今的俄

罗斯强大到了现在，现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吃了 30 年的

苏联老本，可想而知苏联当时有多牛。进而提出问题：

前苏联的科技军事为什么那么强大？让学员思考讨论

后，教员给出答案——数学家是前苏联的隐藏的最大

的秘密武器！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是科技的

基础。 

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2.5. 课堂教学环节设计 

思政教育如何有效地实施将会按照课前挖掘，课中融入和课后巩固三个环节有序进行。 
 

 
Figure 1. Infil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various teaching links 
图 1. 思政元素在各教学环节中的渗透 

 

教学设计环节如下： 
首先，通过播放视频，进而提出问题并数学建模，继而提炼归纳两个事件相互独立的定义。在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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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中，将上文所述的思政内容有效地渗透到教学中。 
其次，导出事件独立性的性质。再将两个事件独立性的概念推广到三个事件乃至 n 个事件的情形，

让学员体会由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思维过程。然后应用“事件的独立性”解决实际军事问题，培养学员从

实际抽象出理论，再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最后，对本次课作简要总结，促使学员课后反思。在该

教学过程中，将上文所述的思政内容有效且不失时机地渗透到教学中。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3. 结论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学员了解并掌握了独立性的有关概念、计算及应用。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学员

们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兴趣大大增加，加强了其发现问题并自觉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良好

习惯。结合思政教育，学员对数学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家国情怀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思想上受到熏陶，

理想信念更加假定。课堂教学实现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素质提高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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