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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聚焦大学与中学数学课程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领域的衔接问题。通过分析中学和大学阶段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生学习特点，探讨当前存在的衔接断层，提出优化课程内

容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习指导等衔接策略，旨在帮助学生更顺利地完成从中学到大学在该学科

学习的过渡，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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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issues betwee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a 
in the field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By analyz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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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t 
the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a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ing connection gap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optimizing curriculum content settings,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
ening learning guidance. The aim is to help students smoothly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to college 
in the study of this subject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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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数学领域中重要的分支，在现代社会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从经济预测、

数据分析到科学研究等都离不开它。在教育体系中，中学和大学阶段都开设了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相关

的课程，但由于课程目标、教学模式的差异，学生在从中学过渡到大学学习该课程时，往往会面临诸多

不适应，出现学习困难等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大学与中学数学课程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的衔接问

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中学与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现状分析 

2.1. 课程内容 

中学阶段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内容主要以基础概念和简单计算为主。学生主要学习随机事件、古典

概型、概率的基本性质等知识，例如通过计算掷骰子、摸球等简单情境下的概率，初步建立概率的概念。

这些内容较为直观、具体，侧重于让学生对概率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且涉及的计算多是基于有限个等可

能结果的情况，公式简单，计算量较小。 
大学阶段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内容更加系统和深入[1]，不仅涵盖了中学的基础内容，还进一步

拓展到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包括离散型随机变量、连续型随机变量，如二项分布、正态分布等)、数字特征

(期望、方差、协方差等)、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等。这些知识抽象性强，涉及大量的数学公式推导和

复杂的计算，并且强调理论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例如，高中概率只是简单引入随机变量，并未展开研究。

大学概率中的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将概率论严密化，科学化。更是将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与概率

论结合在一起，搭起了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高中概率对这一块未提及。再比如，在学习连续型随机变量

的概率密度函数时，需要运用微积分的知识进行概率计算和性质推导，与中学阶段简单的概率计算形成

巨大反差。 

2.2. 教学方法 

中学数学教学受限于升学考试压力，多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教师在课

堂上会详细讲解知识点和例题，学生通过大量的重复性练习来巩固所学知识，以应对考试。在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教学中，教师会着重讲解如何套用公式解决特定类型的概率计算问题，对于知识的产生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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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介绍较少，学生自主探究和思考的机会有限。 
大学数学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2]，教师在课堂上不再是单纯地灌输知识，

而是更多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探索。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教师会讲解理论的推导过程，强调

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鼓励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查阅资料。但由于大学课程内容多、课时少，教师授课

速度快，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这使得习惯了中学教学模式的学生难以适应。 
举例说明，对于这样一道题目：有 3 人打靶，击中目标的概率分别为 0.9，0.8，0.85。假设这三人同

时打靶，问至少有一人击中靶的概率是多少？高中生利用对立事件可以快速求出“至少有一人击中靶”

的概率是 0.997。但学生们往往忽视了这道题目中隐含的事件相互独立的思想，以至于在大学阶段，凡是

求解“至少有一个事件发生”的这类问题都采用对立事件错误求解。事实上应该使用一般加法公式进行

求解，高中解法是大学一般加法公式的特例，这就需要大学教师深入细致地讲解该公式的前因后果。 

2.3. 学生学习特点 

中学阶段学生在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时，多是在教师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进行学习，学习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相对较弱。他们的学习时间安排较为紧凑，主要围绕教师布置的作业和复习任务进行，缺乏

自主安排学习的能力。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3]，中学生大多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初期，虽能进行抽

象思维，但仍需具体经验支持。在学习概率统计初步知识时，多通过具体例子，如抛硬币、掷骰子等理

解概率概念，对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学习也停留在简单图表和基本统计量计算上，难以深入理解抽象的概

率模型和统计推断原理。 
进入大学后，学生需要面对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和更加自主的学习方式。与此同时，大学生的认知

发展也更成熟，能进行更复杂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他们可以理解基于公理体系的概率定义、随机变

量及其分布等抽象概念，能运用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等知识进行推导和证明，从理论高度掌握课程内容。

然而，在课程的学习中，部分学生会由于在中学阶段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难以跟上大

学的学习节奏，在面对复杂的理论和大量的学习任务时，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和学习焦虑。 

3. 大学与中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衔接存在的问题 

3.1. 知识体系断层 

中学与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在知识体系上存在明显的断层[4]。中学阶段知识相对零散，缺乏

系统性和连贯性，学生只是对概率的基本概念和简单计算有一定了解，对于概率的本质和相关理论的深

入理解不足。而大学课程直接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展开，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和较强的抽象思

维能力。例如，中学没有系统地学习微积分知识，但在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微积分是研究连续型

随机变量的重要工具，这种知识衔接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学习大学课程时困难重重。 

3.2. 教学方法不适应 

从中学到大学，教学方法的巨大转变让学生难以适应。中学的“填鸭式”教学与大学的“自主探究

式”教学形成鲜明对比，学生在中学阶段缺乏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训练，进入大学后，面对教师快速

的授课节奏和较少的课后辅导，不知道如何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如何进行知识的复习和预习，也难以掌

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导致学习效率低下。 

3.3. 学习心理落差 

由于中学和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在难度和学习要求上的差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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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落差。在中学，学生通过努力学习可以在概率相关内容上取得较好成绩，获得成就感；而在大学，面

对复杂的理论和严格的考核，许多学生成绩下滑，自信心受到打击，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影响学习效果。 

4. 优化大学与中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衔接的策略 

4.1. 优化课程内容设置 

中学阶段，教师在保证基础知识教学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一些与大学课程衔接的内容，如简单介绍

随机变量的概念，引入一些基于实际生活场景的概率应用案例，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应用意

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为大学学习奠定基础[5]。建议中学可在高三阶段增设“大学概率统计启蒙课”，介

绍概率在大数据、机器学习中的应用，激发学习兴趣。 
大学阶段，建议开发过渡性校本课程。大学可针对新生开设“概率统计衔接微课程”，用 1~2 周时

间，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的形式，快速复习高中核心内容(如二项分布、样本均值计算)，并引入大学

课程中的抽象概念(如概率的公理化定义)。与此同时，教师在课程正式开始阶段，梳理各学段概率统计核

心知识点(如中学的古典概型、大学的概率空间)，绘制跨学段知识图谱，明确每个知识点的教学目标、难

度层级及衔接关系。通过类比、对比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发展脉络，实现知识的平稳过渡。

例如，在讲解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时，可以与中学的古典概型相结合，引导学生从熟悉的知识出发，

逐步深入理解新的概念。 

4.2. 改进教学方法 

中学阶段，教师应适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增加课堂互动和学生自主探究环节。例如，在概率教

学中，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活动，通过实际操作和数据分析，让学生自己发现概率的规律，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比如，运用数字化工具降低认知难度，利用 GeoGebra、Desmos 等软件模拟

随机试验(如多次抛硬币的频率变化)，帮助学生直观理解概率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对知识应用的讲解，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概率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大学阶段，大学教师需要了解中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站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教学，引导学生用更

高的观点看待中学数学，突出联系和区别；并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接受能力，合理调整授课速

度和教学方法。在课堂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形

象化、具体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引入 Python (NumPy、SciPy 库)或 R 语言，通过编写

简单代码实现概率计算与统计分析(如生成正态分布随机数、绘制概率密度函数图像)，让学生在实践中掌

握理论知识，减少对抽象公式的畏难情绪。此外，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帮助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

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指导学生如何制定学习计划、如何进行知识总结等，帮助学生

顺利过渡到大学阶段的学习。 

4.3. 加强学习指导与心理辅导 

在学习指导方面，中学和大学教师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中学教师可以在

教学中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大学教师在新生入学时，要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专

门指导，介绍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同时，

学校可以开设学习指导课程或举办学习经验交流会，邀请优秀学生分享学习经验，为学生提供学习借鉴。 
在心理辅导方面，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学校应加强心理辅导工作。通过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举办心理讲座等方式，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大学学习的困难和挑战，树立正确的学

习态度和自信心。对于学习困难较大、心理压力较大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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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保持良好的学习心态。 

5. 结论 

大学与中学数学课程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的衔接问题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科素养的培

养。通过分析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特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优化课程内容设置、改进教

学方法、加强学习指导与心理辅导等策略，可以有效改善课程衔接状况，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从中学到大

学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习上的过渡，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在未来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还应持续关注这一问题，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衔接方式和方法。 
中国科学院严加安院士《悟道诗》：“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无序隐有序，统计解迷离。”诗歌

反映了严院士对概率统计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概率和统计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丰富而有趣的应

用。科学出版社同时也出版了面向中学生的两本科普读物《概率破玄机》和《统计解迷离》，书中举出了

日常生活中的若干例子为大家展示了概率是如何破玄机、统计是如何解迷离，实质就是运用概率论与随

机分析等数学工具可以揭秘生活中多种场景的底层逻辑和原理。如著名的生日问题、三门问题、分组验

血、辛普森悖论等等。这些例子都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无论是中学阶段还是大学阶段，

在学习概率统计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都应秉承或者融入这样的指导思想：注重概率直觉和统计思维的

培养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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