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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的应用，为改变当前课程“重概率、轻统计”

“重理论、轻应用”“重讲授、轻自学”“重期末、轻平时”的教学现状，基于GAI提供一些建议，也为

今后GAI在数学类课程教学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教师需要正视国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

略规划和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的要求，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以适应新技术、新要求和教育

环境的快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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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in prob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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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eaching. To change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which focuses more on 
probability than statistics, theory than application, lectures than self-study, and final exams than 
regular performance, it offers some GAI-based suggestions. It also provides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futur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GAI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recognize the na-
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AI development and the requirement to accelerate its in-depth application. 
They must constantly update their knowledge systems to adapt to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s, new 
requirements,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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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国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1]，提出了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规划，

要求加快人工智能深度应用。教育部 2018 年先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2]强调发展智

能教育，主动应对新技术浪潮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后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3]，是推

进“互联网 + 教育”的具体实施计划。 
随着当前科技的飞速跨越式发展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日新月异，AI 正在渗透并重构人类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新兴分支，

专注于生成新内容，其独特的创造力、创新潜力和强大生成能力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新着人类的认

知，改变着人类的思考和思维模式。于是，加快 GAI 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利用 GAI 辅助教师教育教

学、促进教学改革、支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体系，是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

必需的方式和路径。 
国内学者认为，在个性化教学内容上，GAI 能按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和学习进度为其量身

定制学习计划并推荐学习资源，以此达到提高学习效率的目的。在教学过程和方法上，GAI 能辅助教师

构思教学设计，生成教案、选配练习题和测试题等，以此达到减轻教师负担的目的。比如，高巍提出以

教师为主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学模式[4]，黄利文探讨了课堂教学情况分析、教学内容片段资源库建设、

学业诊断和个性化学习的教学育人模式[5]，吴恒恒探讨了不同 GAI 模型擅长领域并应用于课程各环节

[6]。国外学者认为，不仅要关注 GAI 在辅助教学和推荐个性化学习等方面带来的助益，更应该深入探究

其在教育评价、学习分析等领域的潜力。另外，GAI 在语言学习、编程设计等表现出的强大功能也受到

广泛关注，还展开了大量 GAI 在各教育阶段不同学科中的应用研究。比如，Hu Yan 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应用为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发展[7]，Peijun Wang 认为 GAI 在工程学、健康与医学和语言最受欢迎，

而人文社科、基础科学、数学、体育科学和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较少[8]，Phiwe M. Simelane 提出了 Chatgpt
如何影响并可能影响其教学和学生学习经历的观点[9]。前期的研究表明，GAI 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现

实可行，但如何更具体地在数学类课程教学中充分应用 GAI 教学还需要探究和探索。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数学应用学科，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概率

统计思想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现状普遍为“重概率、轻统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428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寸宇潇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4287 601 创新教育研究 
 

“重理论、轻应用”“重讲授、轻自学”“重期末、轻平时”等[10]。“DeepSeek”“天工”“Kimi”等

作为先进的 GAI 工具，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和内容生成能力，能够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提供多

方面的支持。 
加快 GAI 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关键在于教学内容个性化、教学过程和方法借力于技术新手段生

成资源。本文基于 GAI 工具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的应用，为改变当前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一些探讨，

期待能为教师对 GAI 在数学类课程教学中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获得良

好的教学反馈和教学效果[11]。 

2. 课程设计 

2.1. 根据需要进行个性化教学设计 

GAI 可以根据教师的教学目标和要求快速生成课程的教学设计，并确保其系统性、连贯性和有效性。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先学课程是高等数学，少数已开设线性代数，由此教师在上课前可通过分析授

课班级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数学类课程成绩，基于成绩情况要求 GAI 工具进一步细化、优化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的个性化教学设计，即对班级课程情况首先在授课方式、授课内容处理、案例讲解、课

后作业、互动答疑等方面进行初步设计和调整。后期根据班级授课情况和期中测验结果，分别利用 GAI
工具进行第二次、第三次个性化教学设计调整，并形成最终的教学设计。比如，对数学类课程成绩平均

分偏低且低分占比较大的班级，初步的教学设计限定：在保证教学内容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适当

精简一些过于繁琐的理论推导，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增加实际应用案例的比重，使抽象的概念和理论

知识通俗易懂好掌握。 

2.2. 创设情景式教学 

GAI 可以构建虚拟的教学情景，通过情景式教学，能让学生深刻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原理和方法，能够熟练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可以利用该功能，用 GAI 工具创建有关内容的

教学情景。比如，利用“天工”创设情景：展示一段彩票开奖视频片段，引出问题：购买彩票中奖的可能

性？利用该情景先后讲授不确定性现象与古典概率的计算等内容；再如，利用“DeepSeek”创设情景：

抽奖情景、医疗检测、天气与出行等，利用以上情景可先后讲授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等，

如此能极大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参与感，让学生在丰富的情景中感受概率与数理统计赋予分析和推导的合

理性、可行性与严谨性。比如，利用 GAI 创设利用贝叶斯公式帮助银行评估客户信用的情景，接着，引

导学生代入银行工作人员角色评估新客户信用，实际上就是根据新客户是否持续按时还款的行为来动态

调整客户的信用等级，是否按时还款是结果，守信度高与低都是导致结果的原因，这属于执果索因问题，

用贝叶斯公式解决。于是构建贝叶斯模型：客户是否按时还款，对信用等级影响。 

2.3. 对比归纳总结 

GAI 可以即时快速读取网络上大量资料信息生成相似知识点的异同点对比，教师通过带着学生或者

让学生自行梳理总结对比易混淆的知识点及名词，可加深其对知识内涵的深入理解与掌握。比如，用

“DeepSeek”梳理总结事件的相互独立与互不相容、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离散型随机变量与连续

型随机变量、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与密度函数、参数的矩估计与最大似然估计、参数的置信区间与假设

检验等知识点的异同，并生成详例或生活场景以巩固应用。再比如，当学生对贝叶斯与全概率公式理解

含混不清无法准确判断使用哪个公式解题时，“天工”可给出多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以针对性地解释说明

二者异同点，并对比不同情况下使用公式的条件和要求，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掌握二者本质。进而帮助学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4287


寸宇潇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4287 602 创新教育研究 
 

生理解、掌握、辨析并能实际应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最终提升整体学习体验。以上方式有效

解决了教学中“重讲授、轻自学”“重期末、轻平时”的现状，学生通过对比归纳总结后，能深刻认识到

离散型随机变量取值为有限或无限可列，其分布函数为递增的阶梯函数，间断点右连续，断点即为变量

的可能取值点，间断点的跳跃高度是对应的概率值；而连续型随机变量取值无限且布满某个或某几个区

间，其分布函数连续，分布函数的导数为密度函数。 

3. 课程教学 

3.1. 筹备丰富教学案例 

传统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案例相对固定，难以全面覆盖实际应用场景。借助 GAI 可快速生成符

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教学案例，教师可利用 GAI 工具根据设定的主题和要求，生成大量新颖且贴近生活实

际的案例。比如，在讲解假设检验时，“天工”生成了丰富的教学案例：某厂家货物次品率检验、感冒新

药疗效检验、摸球中奖作弊嫌疑检验、汽车引擎排放是否达标检验、斯特鲁普效应检验等；在讲解置信

区间时，“DeepSeek”生成了民意调查、教学方法有效性评估、医学研究中的置信区间、机器学习中的

置信区间等。以上丰富的教学案例可供教师在授课时根据授课对象的基础、专业、兴趣等选择最优授课

案例，使学生直观感受到概率统计在专业学习中的具体应用。此举有效解决了教学“重概率、轻统计”

的现状。比如，利用 GAI 生成教学案例使学生理解质量控制的原理，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X 的取值

范围是(−∞, +∞)，而落在(μ – 3σ, μ + 3σ)以外的概率小于 0.003，是小概率事件，实际问题中常认为其不可

能发生，于是基本可以把(μ – 3σ, μ + 3σ)看作是 X 不可能的取值区间，在工业质量控制中称为正态分布的

3σ原则。 

3.2. 创建测试练习和学习资料 

传统的教学模式“重讲授、轻自学”“重期末、轻平时”，针对这类问题可将班级学生按照学习情况

分 3~4 个层次，对不同层次学生创设不同的练习题或作业。长期以来，布置、批改和解答学生的作业是

教师艰难而繁琐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利用“天工”可以快速生成课后作业、在线练习

题、测试题等多种类型的检验和详细解答，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情，针对性强、效果好。此外，

“DeepSeek”还可以生成授课知识点的拓展阅读材料，比如，贝叶斯公式在医疗诊断(疾病检测、药物疗

效评估)、金融风险评估(信用评分、投资决策)、信息检索与自然语言处理(垃圾邮件过滤、文本分类)、工

业生产与质量控制(故障诊断、质量控制)、日常生活(天气预测、购物推荐)等的具体应用，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此举有效解决了教学“重理论、轻应用”“重讲授、轻自学”现状。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 GAI
工具生成各类知识点的问题来测试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教师只需要提供授课知识点列表，并要求生

成一系列测试该内容的问题，或者是指定一个有特定要求题型的测试卷模板让 GAI 生成测验。 

3.3. 智能辅导与答疑 

在授课结束后学生再次回顾理论知识完成作业时可能存在不理解的知识点或困惑点，当他们向老师

寻求解答时，教师可利用 GAI 工具输出对应困惑的解答，并附详细步骤和针对性例题，经检查无误后即

可回复学生；此外，学生也可以直接向 GAI 工具提问寻求解答，这样完全不受时间、地点等现实条件的

限制。比如，当学生对最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无法理解时，借助 GAI 工具可对其基本思想、原理、解题步

骤等进行详细解释，通过多个难易适中的案例让学生作进一步练习，并对比其在离散型、连续型两种情

况下的异同，以及均匀分布等一些特殊情况下最大似然估计值的求解问题，最终使学生彻底理解和掌握

最大似然估计。此举有效解决了教学中“重讲授、轻自学”“重期末、轻平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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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反馈 

4.1. 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 

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是教育过程的关键环节，旨在全方位、多角度评估学生对授课知识点的理解和

掌握，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成果。目前还无法直接利用 GAI 工具对学生作业进行批改，但可

利用“DataWorks”“智慧树”等教育类平台进行作业批阅和分析，利用 GAI 对作业情况进行分析，根据

作业分析报告中学生的学习效果，帮助教师评估教学效果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此外，可让学生通过查

阅资料和在 AI 技术的辅助下，撰写关于理论知识的拓展应用案例，旨在锻炼学生运用课程理论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通过案例报告呈现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思考总结的过程，突出考查学生的

实践能力。 

4.2. 教学效果的评价 

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的评价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旨在全面评估教师的教学效果、课堂

管理及学生的学习体验。GAI 工具可将课程的教学目标细化和拆解，以分析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的匹配

度，指出教学目标与内容之间的差距并提出内容优化建议，比如调整教学重难点、补充教学案例、增设

练习或作业等，达到教学内容有效支撑教学目标的目的。GAI 工具还可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学情，分析

教学设计中采用的教学方法和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出改进方向和建议。 

4.3. 教学效果的反馈 

基于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教师能清晰了解学生学情、教学设计、内容安排等方面

的优劣，进而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略。比如，若发现自主探究启发型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积极性和主动

思考，教师就可以增加这类教学模式的内容安排；若发现学生理解授课知识容易但难以利用其完成相关

案例求解，教师就需要加强学生对解题步骤和解题思路的引导和强化。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和教学结束

后，“天工”可以为教师提供详细的评估报告和反馈，包括学生的知识理解和掌握情况、练习测试成绩、

学习能力提升情况、教学目标达成情况、师生互动情况等，以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

学过程、教学进度和深度等，提升整体教学质量。 

5. 总结 

GAI 的快速发展已深刻改变人类社会活动，甚至能代替人们去思考，其思考方式、内容和思考因素

更加多元化和全面。自 2022 年底以来，G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并被证明其能在教学

实践的多个方面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当下很多教师基于 GAI 来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其优势不言而喻，

能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和丰富教学资源，尤其是高效率。但是，GAI 也存在很多弊端需要教师敏锐而谨

慎地使用。1) GAI 能根据教师的指令快速生成教学案例、练习测试题、答疑解惑、学习材料等，但是生

成内容可能存在错误、理解深度有限、多样化不足、层次分类不清等弊端，这就需要教师结合专业判断、

仔细甄别评估，有时还需要进行加工和优化，因此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创新意识，确认选用

或修改后的材料无误且适用后才能向学生输出。2) GAI 的应用可能导致学生对技术过度依赖，其自主思

考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在学生使用 GAI 学习时，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

价值观，做到学习能力和技术进步两手抓两手硬。 
国务院和教育部印发的文件都在阐明，教师智能化教学、计算机素养和数字素养提升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随着 GAI 在教育中的应用和普及，数字鸿沟愈来愈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所以对教师而言，参加

专业课程培训和进行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以适应新技术、新要求和教育环境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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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化，充分利用掌握的技术和素养提升教育现代化能力和素养用于教学实践至关重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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