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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科技革命、新产业升级与新经济建设的时代浪潮下，教育部将新工科建设作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

关键战略举措。《概率统计》作为高校工科学生的数学必修课，与新工科发展紧密相连。将课程思政融

入该课程，对推动国家新工科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针对新工科建设中《概率统计》课程思政改

革面临的挑战，从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实践强化四个维度，深入探讨

并设计有效的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以期为新工科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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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wave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identified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EEE) as a key strategic initiative to deepe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s a compulsory 
mathematics course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EE.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is curriculum hold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promoting national EE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curriculum 
within the EEE framework.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nd design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strate-
gie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updating teaching con-
tent, innovating pedagogical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teaching practices. The study aims to pro-
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adv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s in curricula under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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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工科背景下《概率统计》课程思政的理论内涵和特征 

新工科的内涵强调学科交叉、创新实践与社会需求的深度融合，其特征表现为动态性、开放性和应

用导向性[1]。这些内涵与特征对《概率统计》课程思政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不仅要传授数学知识，

更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基于此，构建《概率统计》课程思政的理论框架

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学科交叉融合理论：强调《概率统计》与新工科其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等)的交叉应

用，通过跨学科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2. 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理论：以工程实际问题为导向，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提升学生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   
3. 社会责任与伦理教育理论：结合新工科的社会需求，融入社会责任和伦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 

2. 新工科浪潮中《概率统计》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 

在新科技革命、新产业升级与新经济建设的迫切需求驱动下，课程思政作为聚焦学科交叉与思政育

人的深度融合关键环节，旨在培养兼具高尚品德与卓越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概率统计》课程作为新工

科专业项目的重要支撑，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专业基础的稳固性、创新思维的激发程度以及专业

实践能力的展现水平。在新工科建设框架下，将思政元素融入《概率统计》课程，通过一体化的知识、能

力和价值观教育，旨在提升学生的新工科文化素养与综合素养，对工科教育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战略价

值。这一过程要求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巧妙融入思政理念，不仅强化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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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培养他们全面审视问题、细致剖析现象的系统化思维，以及将所学应用于实际、勇于担当的社会责

任感。 

3. 针对新工科发展目标，当前对《概率统计》课程的思政改革探索，聚焦于思政元素提

炼、教学内容规划、教学方式革新及教学实践构建四大维度 

(一) 新工科视角下《概率统计》课程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 
在新工科背景下，挖掘《概率统计》课程的思政元素，关键在于通过价值导向与辩证思考等维度，

精选案例以启迪学生，强化其责任感。例如，从国家宏观视角构思思政元素，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并

结合历史典故与时事热点，将德育精髓渗透于教学内容之中。然而，当前大学数学基础课程的思政研究

尚显不足，尤其在对接新工科建设需求、解析其中隐含的思政要素，以及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科

研创新思维方面，仍有待深化[2] [3]。 
(二) 新工科导向下《概率统计》课程内容规划的挑战与应对 
在服务于新工科发展需求的过程中，《概率统计》课程内容的设置，需紧密围绕我国新工科发展的

实际情况，着重培育学生分析复杂现象的高级思维能力与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由知识的被

动接受者转变为未知领域的主动探索者。然而，《概率统计》课程设计偏重理论体系，忽视新工科背景

下学生对概率本质及统计建模思维的深入理解。因此，需融入日常生活概率建模与工程项目统计分析实

践，借助多样化工程案例，提升学生工程问题数学化及应用数学理论能力，旨在培养兼具宏观分析与精

细操作的新工科复合型人才，实现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的双重提升[4]。 
(三) 制定适应新工科实践的《概率统计》教学模式变革与创新的实施方案，并设计有效的应的评估

机制和指标体系 
1. 实施方案：每学期初，组织教师团队开展思政元素挖掘研讨会，确定本学期课程思政元素清单，

并将其融入教学大纲和教案；每学期更新教学内容，增加与新工科实际需求相关的案例和项目，确保教

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课程资源包括视频讲解、在线测试和讨

论区，线下课堂以小组讨论、项目实践和教师答疑为主。每学期安排至少 2 周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生

产项目实践、工程实践和开放性研究课题，学生需提交实践报告并进行成果展示。 
2. 评估机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学生对课程思政改革的反馈，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

度；组织同行专家对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建议；通过学生的课程

成绩、实践报告和项目成果，评估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效果，设立优秀成果奖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 
3. 指标体系：学生学习效果指标包括课程成绩、实践报告质量、项目成果创新性等；教师教学效果

指标：包括教学设计合理性、教学方法多样性、学生参与度等；课程思政效果指标：包括学生对思政元

素的认知度、社会责任感提升程度、职业道德意识培养效果等。 
(四) 新工科应用导向下的《概率统计》课程教学实践策略优化 
在顺应新工科应用需求的征途中，《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革新亟需深刻洞察新工科背景下工科学

生所需的教学实践范式之转变。此转变着重于从偏重基础知识掌握、实践操作和技术熟练度的传统模式，

向着重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系统工程理念及实践探索勇气的全新范式跃迁。譬如，高等数学课程理应

吸纳契合新工科交叉应用需求的计算机实践元素，而线性代数课程则需构筑以工程应用为引领的计算机

实践框架，旨在孕育具备卓越综合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因此，在新工科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概

率统计》课程的思政教育改革可从以下四个维度深入推进：深度挖掘新工科背景下的思政教育资源，精

心设计符合新工科要求的教学内容体系，灵活调整教学模式以适应新工科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以及着力

构建面向新工科应用的教学实践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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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工科发展视域下《概率统计》课程思政教育的优化策略 

(一) 《概率统计》课程教学目标规划：深度融合课程思政理念 
在规划《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目标时，我们致力于融入课程思政的元素，旨在增强学生的历史使

命感，并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5]。学生需兼顾理论深造与实践参与，旨在培育

将理论精粹转化为社会服务效能的能力。首要之务，我们应依据新工科的发展蓝图与人才需求，深度挖

掘课程中潜藏的与新工科建设相契合的思政精髓，以此充盈教学目标之内涵。继而，通过锤炼学生的数

学建模与分析技艺，引导他们运用概率论精髓与统计建模理念，剖析专业应用领域的工程难题，进而为

工程实践提供导向。最终愿景，在于塑造学生具备建模分析智慧与交叉应用能力的综合素养。 
(二) 《概率统计》课程教学内容安排：强化系统工程视角的构建 
针对《概率统计》课程的思政培育目标，我们不断精进课程内容，以期契合我国新工科发展的迫切

需求。我们聚焦于培育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建模智慧与应对复杂情境的实践本领，旨在构筑其系统工程

视角，深化其对知识的内在领悟，并拓宽其在实际应用中的能力边界。在思维培育层面，我们采用生活

实例启迪数学概念的方法论，诱导学生在实际应用中提炼概率统计数学模型，循序渐进地内化课程精髓。

在内容架构上，我们运用思维导图这一认知工具，辅助学生从宏观维度把握知识的逻辑经纬，培养其以

系统工程视角洞悉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  
(三) 《概率统计》课程教学方式调整：深度融合工程实践思想 
针对《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内涵，我们持续革新教学手段，旨在顺应新工科背景下概率统计分析

逻辑与工科实践工程思维的交融趋势。我们的教育愿景在于引导学生从系统宏观的洞察与实践微观的探

索中，全面把握概率统计知识与新工科发展之间的深刻纽带。在理念架构上，我们紧密围绕新工科的建

设导向，从新工科的应用诉求中萃取课程的工程实践精髓。在实践操作上，我们摒弃了传统以教师讲授

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引入了师生互动与学生主导的实践范式，以此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辨与创新潜能，促

进项目式学习的深度推进。在知识吸纳的基础上，我们增设了旨在锤炼学生逻辑思维与应用分析能力的

实践模块。在成果展现上，我们借助工程案例，着力提升学生的数学建模技艺，即将工程实际问题转化

为数学问题，并培养其将数学理论应用于程序化分析的能力。 
(四) 《概率统计》课程教学实践设计：聚焦工科交叉应用的多元需求 
针对《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革新，我们设计的教学实践精密对接新工科发展对学生

综合素养的深切期许，涵盖理论基石、实践技艺、分析智识及创新潜能等多个关键领域。为此，我们精

心构建了一个交织知识概念测评与实践工程项目培育的多维度实践架构。在知识实践维度，我们深入挖

掘课程在新工科建设中的具体应用场阈，通过呈现与课程紧密相关的生产实例与工程项目，启迪学生的

数学建模智慧，使他们能够针对现实难题构建精准的概率统计模型。在应用实践层面，紧密契合工程项

目与大数据分析领域的实际需求，我们在课程任务中嵌入了与实际应用深度联结的开放性交叉研究议题，

旨在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运用概率统计思维精准破解新工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5.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课堂观察三个方面开展实证研究，凸显改革探索的有效性 

1. 问卷调查：设计了针对工科学生的问卷，内容涵盖课程思政元素的认知度、教学内容的满意度、

教学方式的接受度以及教学实践的效果。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5 份。通过统计分析，结

果显示：85%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元素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78%的学生表示教

学内容与新工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增强了他们的学习兴趣。90%的学生认为革新后的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混合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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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访谈：对 10 名工科教师和 20 名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了他们对课程思政改革的看法。

访谈结果表明，教师普遍认为课程思政改革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学生则认为课程思政元素的融

入使课程更具吸引力和实用性。   
3. 课堂观察：对 5 个《概率统计》课程班级进行了课堂观察，记录了教学活动的实施情况和学生的

参与度。观察结果显示，采用项目导向教学法的班级，学生参与度显著高于传统教学班级，平均参与度

提升了 25%。 

6. 结束语 

本文从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入、教学内容的革新演进、教学方式的灵活调整以及教学实践的精心设计

这四个核心视角，全面剖析了该课程在新工科发展背景下的课程思政现状。在此基础上，针对《概率统

计》课程，本文创造性地提出了面向新工科发展需求的课程思政改革策略，旨在深度挖掘并有机整合思

政元素于教学内容之中，同时灵活调整教学方式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并精心策划教学实践环节，旨在

全方位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为新工科建设孕育更多兼具高尚品德与卓越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推

动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最后，本文通过设计问卷调查、访谈和课堂观察三个方面开展实证研

究，用数据凸显了我们改革探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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