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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在不停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同，为了适应当前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也需要不断

的探索信息化的改革。《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对学生思

维训练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改革不容忽视。基于我校对课程的教学要求，

着重探讨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现状，并在分析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改革策

略。 
 
关键词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现状，教学改革，思政教育 
 

 

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Based on  
Informatization 

Jingjing Liang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uangdong Technology College, Zhaoqing Guangdong 
 
Received: Nov. 11th, 2024; accepted: Dec. 9th, 2024; published: Dec. 17th, 2024 

 
 

 
Abstract 
The time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society has different demands for talents. In order to ad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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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constantly 
explo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forms.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s an im-
portant foundational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Proba-
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Proba-
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s rele-
vant reform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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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社会各界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对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重大挑

战，因此，大批普通高校纷纷向应用型院校转型，立志于培养专门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必修的一门数学课程，其知识与思想广泛应用于诸多学科领域，为了建

立适应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高等院校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吕文等[1]在针对课程教学改

革中“两性一度”的要求，提出结合线上教学平台，与线下教学进行有效结合，通过引入当前案例和前

沿，提高授课内容的新颖度和高阶性，同时实行实践教学，增加课程的挑战性，使学生对知识的连贯性

更能掌握；如陈园园[2]通过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出现的“痛点问题”，提出教学时要结合

生活案例，通过问题导向进行引导，来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同时要明确课程知识在专业中的重要

性，注重课程思政的渗透，从而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如张春琴等[3]通过进行对分教学实践，来研究对

分课堂(简称 PAD 课堂)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改变传统模式下的师生角色，减轻教师的教学

负担，实现学生成为学习主体的目标，大大的提高了课堂教与学的效果。如宁桂英[4]通过对课程的教学

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在传统课堂的基础上，将雨课堂和微弹幕引入课堂教学中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使学生的学习效率、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本文以广东理工学院为例，通过调研，探讨了当前教学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产生的

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以及改革策略，希望能在教学改革的研究上给大家提供一些

参考。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状况调查分析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具有概念性强，公式多，计算量大等特点，课程本身具有较强逻辑性和

抽象性，有利于学生的逻辑抽象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和提升。然而目前，相比于其他

课程来说，《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补考率普遍偏高。为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情况，笔者开

展了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我院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发放问卷共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72 份，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总结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堂教学存在的几点问题如下，并分析了出现

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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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根据学生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学习态度的统计结果显示，“很感兴趣”、“比较感兴趣”

“不大感兴趣”以及“完全没兴趣”这四方面的比重分别为 11.1%、19.5%、40.3%和 29.1%。由数据来

看，学生对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学习还是存在兴趣不高的现象。笔者经过分析总结了以下三

点原因，第一，学生的数学基础薄弱，随着扩招政策的实行，高等院校的学生基础存在降低的现象，在

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概念性强且计算量大的课程中，就出现了部分学生跟不上的情形，从而

失去学习兴趣；第二，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为专业课的学习打好基础、通

过课程考试以及为考研做准备，而大多数同学把学习的目标定义为通过考试即可，所以对课程的学习兴

趣不高；第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内容本身就比较抽象枯燥，没有趣味性，这也是直接导致学生

学习兴趣不高的一个因素。 

2.2. 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适应性差 

在学生的认知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学习难度比其他课程都高。在统计数据中，有 38.5%
的同学反映课程内容多，掌握不过来，听课经常听不懂；只有 18.2%的同学能够适应课程；而其他同学基

本都处于听课能基本听懂，但一做练习就不行的状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来说有两方面，第一，

从学生听课的角度来分析，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在课堂上玩手机，开小差等现象严重，作业能独立

完成的同学很少，抄袭现象也很严重。第二，从教师授课的角度来分析，在教学内容多，课时少的情况

下，教师为了赶教学进度，就容易出现“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再加上课程的重难点没有突出，理论知

识与案例结合讲解较少，学生学习的侧重点掌握不到，体会不到所学知识的用处，所以很多同学就感觉

知识比较混乱。 

2.3. 课堂的教学模式偏向传统模式 

近年来，众多学者都针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研究，提出了大量的教学方

式与方法，然而，能真正走进《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堂教学的少之又少。根据统计数据，有 83.4%同学

反应他们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堂，授课模式基本上还是“老师讲，学生听”，“PPT + 黑板 + 粉
笔”。这种教学模式下，课堂教学的“中心位”还是教师，学生则继续处在学习的被动地位。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学生的学习缺乏主动性，没有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然而《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作为一门他们新接触的数学科目，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使老师更能掌握课堂的节奏，突

出知识的重难点，便于对细节的强调，也能更好的实时了解学生在课堂上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第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里面的定义、定理和性质的描述过于抽象，尤其对行列式与矩阵性质和计算

方法介绍的时候，举的例子都过于高阶，这对初学这门课程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所

需的时间也很多。所以很多老师在授课的时候，教学方法更是偏向于传统模式下的教学方法，然而这样

的模式也有很大的缺点，就是会降低授课的速度，影响教学进度，进而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率。在这里，

通过板书列举一些低阶行列式和矩阵来解释效果就会好很多。 

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策略 

3.1. 提高学生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学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兴趣是关键。首先，要上好第一堂

课。一般来说，第一堂课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初步了解课程，通过介绍课程的知识体系，展示《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在不同领域上的应用，来突出课程的作用以及重要性，并且介绍好课程与中学数学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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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学》的联系和区别，针对学生如何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给出相应建议，让学生对课程的学习

心里有个底，觉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作用大，课程有意义，而且学习起来也不难，从而激起他们的

学习兴趣。其次，打破沉闷，激活课堂。这就要打破以“老师为主，学生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引

导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例如，为了防止学生出现旷课、迟到、早退等现象，可以参考社会就业的奖励制

度，跟学生制定一个全勤的情况下，可以加分奖励的规定；又如，为避免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睡觉、开

小差等现象，教师可以通过在学生之间来回走动，点名回答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重新进入课堂学习；

再如，为了体现学生课堂的主体地位，可以布置课堂任务，增加课堂讨论，以课堂“小老师”的方式，鼓

励学生参与教学；再次，课堂穿插相应数学家的故事，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讲解《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数学家们的经历，提高学生对数学家们的敬佩感和崇拜感，来提高他们的

学习热情。 

3.2. 选择适合学生基础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 

目前市场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材种类繁多，有偏理论的，有偏计算的，也有理论与计算混合

的，然而，使用什么教材，还要结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生的实际基础来选取，重点是“立足基本

理论，侧重方法构造，体现综合应用”[5]。具体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要“以学生为中心”

[6]，知识框架清晰，适当删减理论的推导和逻辑证明，难易适当，突出重点，便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其

次，注重精讲多练，课堂讲解的例题以及课后习题的设计由浅入深，数据不必过大，也不要太过复杂，

而且计算步骤和过程偏向于简单易解，便于学生对计算方法的理解、掌握和使用；再次，结合学生的专

业需求，教材中凸显专业案例，并融入数学建模和数学软件(如 MATLAB, LINGO, Python, R 语言等)的介

绍，学生经过对题目的理解分析，数学建模的建立，使用数学软件求解的过程，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掌

握知识点的实际应用，使学生能更加明确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意义。 

3.3. 引入信息化教学，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发布的教学资源(如
MOOC，SPOC，微课、雨课堂等)，以及软件(QQ 群、微信群等)使用，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能与外

界进行资源共享。在这么便利的条件下，我们的课程教学模式若还停留在传统模式下的话，就会故步自

封，跟社会脱节，跟时代脱轨，也会完全错过这些好的教学资源。这些教学技术的引入，一方面，方便教

师对教学模式的优化，也方便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前预习和课后强化的作业，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学习，培

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在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增加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混合教学的使用，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新鲜体验，基于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心，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也会充满兴趣。学生经过提前预习，对所学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带着问题走进

课堂，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更快，并且他们愿意听，也更愿意去学，大大提高学生的听课效率。学生听

得进去，学得进去，最直观的结果将会是课程的补考率降低，期末考试的整体成绩提高上去。 

3.4. 融入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品质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不仅是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当今社会，《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思政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数学知识，更是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使其成为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首先引导学生思

考，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出一些深入的问题和思考题，引导学生思考数学理论背后的数学哲学和

思想内涵，从而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次举例说明，在讲解数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可以通过丰富的生活案例和历史事例，说明这些数学理论和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认识到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22312


梁静静 
 

 

DOI: 10.12677/ae.2024.14122312 608 教育进展 
 

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再次引导讨论，在课堂上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展示，让学生分享

自己对数学理论和方法的理解和看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想探索欲望；最后加强教育内容的

思想性，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上，可以注重挖掘数学背后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义，让学生通过学习

数学，感受到科学的伟大和人类思想的深度。 

3.5. 打破“传统”考核模式，探究新型考评方式 

当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考核模式还是“平时成绩(作业 + 考勤共 40%) + 期末考试成绩

(60%)”这种“传统”模式。然而在超过一百人的大班课堂上，一方面由于学生抄袭作业严重，难以真实

掌握学生的作业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人数太多，课堂考勤很难时时进行，所以这种模式下的考核方式，

很难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在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之后，我们的课程考评选项可以再次增加，

即可以将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的百分比设定为各占 50%，而平时成绩的分配可以设定为“线上(10%) + 线
下(40%)”，线上指的是完成课外的视频学习和作业，包括课前预习(5%)和课后复习(5%)，线下的包括作

业(10%)、考勤(20%)以及课堂互动(10%)，其中课堂互动可以是多样性的，如回答问题，发表自己不同的

见解，参与课堂讨论等等。考试成绩的分配同样是“线上 + 线下”，线上指的是每一章的章节测试(10%)，
线下的考试是期末考试(40%)。其中线上作业和测试题都是根据线上的题库随机抽取，具有随机性，这样

就可以避免学生大规模的抄袭。教师也可以随时通过线上学习数据进行查看，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进度，

以及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合理安排课堂授课内容和教学进度。综合“线上和线下”

的考评数据，教师就可以全面掌握学生对这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整体学习情况，能比较真实、

准确的得到学生的考核信息。 

4. 结束语 

当前，时代发展迅速，我们的高等教育也要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随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的课程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改革中，我们既要发

扬传统教学优势，也要积极融入新的、好的教学方法，不能急躁推进，而是循序渐进。要根据社会发展

对人才的要求，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为标准，结合教师的实际教学情况以及学生的实际学

习情况，不断探究、实践、反思和交流，才能使《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教学改革越来越符合当前教

育的发展需求，也才能使教师与学生得到共同发展，以培养出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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