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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数学与高中数学的衔接问题逐渐显现。特别是在概率统计这一领域，两

者的衔接尤为重要。本文从大学教师的视角，探讨了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与高中数学的衔接问题，分

析其差异性，寻找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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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issu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ni-
versity mathematics a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s gradually emerging.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issue between university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nalyzes their differ-
ences, and seeks co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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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大学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高等院校理工类、经管类开设

的重要课程之一，对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数理能力、思辨能力、数据处理及建模

能力、综合知识的运用能力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其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然而，高

中数学和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有效地将两者衔接起来，是提高学生整体

素质的关键。 

2. 高中数学与大学概率统计的差异 

本节将介绍高中数学与大学概率统计的差异性，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目标三个角度来

阐述。 

2.1. 教学内容方面 

高中阶段的统计与概率部分学生学习了古典概型、几何概型、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二项分

布、正态分布、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和方法、随机抽样、独立性检验和回归分析等一些概率统计

中基础概念和简单的应用。而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内容更加具体和详细，在巩固和深化了高中数学相

关知识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连续型随机变量、多维随机变量、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条件分布、大数定

律、中心极限定理、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等内容，具有更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 

2.2. 教学方法方面 

高中数学教学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解题技巧的训练，重做题，轻技巧，绝大部分学生只能做到知

其然，而不能做到知其所以然。而大学概率统计的学习，教师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能够强调对概念和定理的理解和证明，同时着重与专业知识的结合，适时激发

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3. 教学目标方面 

高中数学的教学主要为高考做准备，教师会强化知识点的教学，要求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来提高解

题速度和解题水平，从而提高得分率。而大学数学的教学目标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实际应

用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大学数学教师需要面对大量的知识点和快速的教学进度，

因此，他们通常注重引导学生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 

3. 如何和高中的概率统计衔接 

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中，如何有效地将大学概率统计与高中学衔接起来，使学生能够平稳过渡并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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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相关知识，已成为教育者们关注的重要的问题。下面将着重阐述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

分布、随机变量及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及独立检验的衔接讲解。 

3.1.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的讲解 

在高中阶段学习了求解随机事件概率的方法：概率的统计定义、古典概率和几何概率。但概率的统

计定义即用频率近似估计概率，仅仅给出了概率的近似值，古典概率给出了古典概型的概率的计算公式，

几何概率也仅给出了几何概型的概率的计算公式，都不是真正数学意义上的定义[1]。所以大学教师在讲

授随机事件及其概率时可以先用贴近生活的实例比如“彩票中奖问题”、“生日悖论问题”带领学生复

习古典概型，用“蒲丰投针试验”引出几何概型，不仅复习回顾了高中所学内容而且激起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然后让同学们思考古典概型和几何概型的局限性，即随机试验不满足等可能性时，该怎样求解随

机事件的概率。接着顺理成章地引出概率的公理化定义，概率公理化定义满足非负性、规范性和可列可

加性，将前面求概率的定义统一起来了，解决了其它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完善之处。在高中新课标中

加入了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但在高中阶段学生学习仅限于利用公式解决问题，对这两个公式并没

有深入理解，不少学生对概念理解不是很透彻[2]。所以大学教师在讲授全概率时可以用“智力遗传问题”

引发学生对全概率的思考，通过对引例的讲解逐步引入样本空间的划分和全概率公式，并进行证明。让

学生清晰地看到全概率公式是将受多个因素影响的复杂事件分解为若干简单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和，蕴含

了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数学思想。 

3.2.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的讲解 

大学阶段的随机变量及其分布主要包括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和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针对

高中阶段已经学习过的离散型随机变量可以适当地压缩课时[3]，比如可以通过学生比较熟悉的案例“掷

筛子”问题带领学生复习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定义、分布律的定义及性质：非负性和规范性。而高中阶段

主要研究的是取值是有限个的离散型随机变量，所以对取值为无限可列个的离散型随机变量教师要重点

介绍，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意义和作用。针对离散型随机变量要着重讲解：第一，已

知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如何求其分布函数和其落在任一区间内概率；第二已知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

布函数如何求其分布列。进一步再引导学生思考如果一个随机变量可以取得某一区间任何数值时，是否

是离散型的？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定义，因连续型随机变量高中阶段学生没有接触，

教师要适当放慢进度，重点讲解。由学生熟悉离散型随机变量引出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定义，可以让学生

将高中所学与大学所学的知识点进行衔接，让学生在实际的概率统计内容学习时没有知识的断层存在。 

3.3. 随机变量数字特征的讲解 

大学阶段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主要包括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高中阶段已经学习了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射手选拔问题”、“彩票问题”以及“赌资分配问题”

引出学生熟悉的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定义[4]，同时要让学生从以下三个方面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数学期望：第一，数学期望是一个具体的实数，它完全由随机变量的分布律确定的数，不会随求和项

的次序改变而改变；第二，定义必须要求绝对收敛，因为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取值可正可负，而级数的绝

对收敛可保证当级数的求和位置发生改变时级数不仅收敛且和不变。第三，数学期望刻画了随机变量取

值的平均值大小，即是加权平均，可举例说明加权平均和算术平均值的不同。在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数学

期望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利用高等数学上的定积分的知识得出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的定义，让同学

们进一步体会到高中概率和大学概率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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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独立性检验的讲解 

独立性检验出现在高中数学的选修部分，在高考中可能会出现分值比较大的题目，但高中阶段，独

立性检验通过设立具体问题，采取 2 * 2 列联表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得出结论[5]。在大学阶段，则是通过

分布拟合优度的检验，并通过极大似然参数估计的结合，给出检验结果，并把结果推广应用到更一般的

列联表，即 m * n 列联表。所以大学教师在讲解独立性检验时要先重点介绍分布拟合优度检验，可以通

过“股票成交量”这样的实际问题引出分布拟合检验的定义，进而逐步讲解检验统计量的构造及拒绝域

的寻找。学生熟练掌握分布拟合检验后，才能把它运用到独立性检验中。 

4. 结论与建议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概率统计课程与高中数学的衔接，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策略：第一，加强基础知

识的巩固，在进入大学之前，学生应该充分掌握高中阶段的概率统计基础知识，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

的基础。第二，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高中阶段的学习以掌握做题方法，能够解决问题为主，而大学

阶段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

逐渐适应大学的学习节奏和要求。第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学概率统计课程应该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通过实际案例和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概率统计知识。大学概率统计与高中数学的

衔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和实践，不断完善和推进大学概率统计课程与高中

数学衔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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