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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我校各专业必修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本文在分析当前军队院校在课程思政开

展中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思路与建议。同时介绍了一个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

践课例，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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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courses for all ma-
jors in our school.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military academies in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argeted reform ideas and 
suggestions. At the same time, a practical examp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is 
introduce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0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202
http://www.hanspub.org


刘晓燕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6202 1256 创新教育研究 
 

Keywords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1] [2] [3]是我校各专业自然科学课程模块必修的主要基础课程，在课程体系

中起着基础性和支撑性的作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体现了科学发展的先进成果，具有丰富的思

想内涵，同时也是本科教育阶段数学类课程中与实际问题联系较为直接的学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因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实现专业课教学和思政课教学有机融合的重要课程之一。通过在课程中

合理融入思政元素，不仅能唤起学员的兴趣和共鸣，而且在培养学员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对

他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促进他们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2.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课程思政是当前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从数学史、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

化自信、公民人格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尝试，但也普遍存在实时性不强、缺乏军校教学所亟需的实战元素

等问题，对于军校环境中的数学教学的参考价值有限。 
在部队院校全面贯彻习主席“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4]的大背景下，《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组各位任课教员虽然均能认识到，在课程中构建“课程思政”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也能潜心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探讨课程思政的融合策略，并积极地落实到教学实践之

中，使课程思政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部队院校中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工作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 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本身的知识体系融入度不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二

层皮”现象； 
2) 军事院校区别于地方院校的军事专业特色不够鲜明，特点不够突出，尤其是体现我校“突出飞行、

染上海色、聚焦舰载”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还未能很好地实现； 
3) 课程思政元素与时事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存在着更新不够及时的问题。 
以上问题导致课程思政建设的效用未能有效的发挥出来，也直接影响着教学目标的达成。 

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 

教育部于 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5]，为课程组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实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的知识目标、能力目

标的基础之上，结合大学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重新梳理课程内容中可能的思政切入点，并对其进

行更深入的挖掘和分析，“如盐入味”融入内容形式更具有兵种院校特色的课程思政元素，使传授知识

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实现对学员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同时培养他们探索未知、追

求真理、勇攀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达到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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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做好顶层设计，强化育人理念。积极

请教相关专家教授，提升课程思政教学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2)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各项指示内容，重新讯识和梳理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对思政

教育元素的融入进行系统化、再造性的设计和实践(表 1)，体现到课程教案、课堂教学、学员自主学习等

各方面之中，实现课程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统一。 
 

Table 1.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reakthrough point 
表 1. 课程思政切入点 

序号 课程思政切入点 

1 通过严密理论推导，感悟数学的理性之美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感悟科学力量 

3 融入数学史和数学文化，感受人类智慧 

4 结合名人轶事，接受励志教育 

5 融入辩证法思想，培养辩证思维和哲学精神 

6 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7 借助时事分析，激发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3) 将课程改革后的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改进。此外，通过教

学竞赛、学术讨论等方法，对改进后的课程思政内容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将具体的认识上升为一般理论。 
4) 以学员为主体，通过他们即时反馈，进行过程性评价，并结合专家督导，实现评价方式的革新。 
5) 经过实践研讨，总结形成典型课例，为后续课程思政研究提供示范性参考，并带动更多思政课例

的建设。 
此外，将课程思政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凝练形成可行性较强的课程思政实施方案，形成多个较

为系统的成熟课例，以点带面为后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效的示范性借鉴。 

4.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课例 

下面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独立性”部分的教学内容为例，介绍一下此部分内容课程思政的

设计和实践。 
1) 课程导入：紧跟“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改革步伐，首先以“近防炮拦截来袭导弹”[6]创设

问题情境，激发学员学习兴趣，引导学员主动参与教学； 
2) 知识点讲授：由问题出发，提炼归纳两个事件相互独立的定义，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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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事件独立性的情况，让学员体会由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思

维过程； 
3) 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运用“事件的独立性”解决之前提出的实际军事问题，培养学员运用数学

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融入课程思政：① 我国自行研制的近防炮系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

技术封锁，5 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其射速已大大超越了 10,000 发/分钟的水平，已具备拦截目前最快

的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能力。通过对这一例子的介绍弘扬我军威和国威，坚定学员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树立他们肩负起实现强军梦与中国梦重担的决心。② 在这一例子中，用客观

数据展示：虽然每发子弹命中导弹是小概率事件，但随着发射子弹数量的增加，命中目标就变成了几乎

必然的事件。也就是说，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基本上是不发生的，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大，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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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大。一旦试验次数很大时，小概率事件也会变成几乎必然的事件，因此不能轻视小概

率事件，应用大概率思维来应对小概率事件。 
4) 知识点扩展：简单介绍独立性在可靠性理论及可靠性设计中的应用，帮助学员开阔视野，学习应

用。 
这一部分内容的课堂设计遵循遵循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启发性及发展性等教学

原则，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设计授课，从而达到使学员由学数学，到用数学，

最后达到爱数学的目标。 
教学效果和反思：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方面，以课堂讲授为主，适时引导学员积极思考；多媒

体辅助，关键部分采用板书。把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作为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创造有效的学习情境，最

大限度地使学员从实际抽象出理论，再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把学员的认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

高度，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本课例在课程思政方面的研究创新之处：① 以军事案例为牵引，从多角度拓展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

的对接，并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在使用数学工具解决问题的同时，适时恰当地融入课程思政内

容，从而转化为授课对象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最终将他们的知识、能力升华为数学素养；② 及时地

关注国内外发展形势与时事热点问题，跟踪相关新技术的发展，注重与时俱进地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

并以此为基础正确引导学员认识这些问题背后的思政内涵。 

5. 结束语 

军队院校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必须要在实现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基础之上，将德育目

标染上军味，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这个根本目标相结合，这样才能既展现了本门课程

的思想精髓，又能体现专业特色，也再次体现了军事院校以战领教的教学理念，最终做到“军理融合，

政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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