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教学案例（课程思政） 

一、揭秘随机现象规律，培养应用创新人才 

《概率论》是高等学校数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工程技

术中大量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数学学科。该课程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逆向思维能力、

数学建模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该课程思政案例库，以知识点教学为载体，深入挖掘思政育人功能，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相结合，把价值观的培育融入课程教学之中，探究《概率论》课程中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思想，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渗透、 道德品质教育，实现课程思政贯穿专业课教

学全程，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协同前行、相得益彰。 

二、课程凸显的思政价值 

《概率论》重点研究不确定性现象中随机性大小。这种随机性是一种外在因果的不确定性。

对随机性的量化模式分析思想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上述

特点，通过对该课程的思政建设与实践深入研究，着重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润物无声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结合大量具体的应用案例，将质量互变规律、普遍联系的观点

等辩证关系融入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1）从知识点出发挖掘数学史思政要点。一方面通过历史回溯引导学生认识人类对世界的

认识是曲折的、发展的，帮助其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另一方面，运用学科史中科学家

探索科学、追求真理的历程，激励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激发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通过学科交叉案例讲解，让学生了解专业面临的竞争形势、创新态势，认识到国内外

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走向、国家战略布局、行业发展前景等，让学生明晰专业发展的走向与坐

标，加深对国情、社情、行业境况等的感性认识。 

3）挖掘专业知识点背后的哲学思想。通过研究专业知识背后的哲学规律，挖掘“发展观”、

“整体观”等思政元素，并将其贯穿于培养学生的概率思维的全程。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三、课程思政案例 

（一）贝叶斯公式——执果索因，探究真理 

简介：唯物辩证法认一个原因可以引起几个结果，而一个结果也往往由几个原因所引起。



原因和结果相互依存。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执果索因的问题，如某种传染病已经出现，

寻找传染源；机械发生了故障，寻找故障源等。贝叶斯公式正是用来求解这类问题的。贝叶斯

公式不仅是概率论中的重要教学内容，也是贝叶斯统计、贝叶斯决策的理论基石。 

思政元素：唯物辩证法，科学史，科研探索精神，诚信教育 

思政育人目标： 

1）介绍贝叶斯学派的发展史,使学生对贝叶斯统计有宏观的了解。 

2）分析贝叶斯公式的形式，探讨执果索因的原理，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3）由教材上经典的疾病检验问题，结合实际，引出新冠肺炎初筛到复诊再到确诊的原理。 

教学组织实施过程 

    1）通过对“流水线问题”的分析，引导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分析因果关系，积极主动探索

贝叶斯公式的具体形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养成对数据进行科学分

析和决策的习惯。由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的关系体会数学中的辩证思想。 

2）通过“疾病诊断问题”，让学生理解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之间的关系，掌握如何用贝

叶斯公式将先验概率修正到后验概率。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3）利用一则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时事新闻，引出核酸检测中，初筛和复核的问题。引

导学生从贝叶斯公式出发思考多层贝叶斯公式，在此过程中，对概率一次次的修正，量化的工

具就是贝叶斯公式。藉此训练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研究更

为复杂问题的能力。 

 

核酸初筛和复核新闻 

（二）正态分布——邂逅正态分布发现历程，揭示正态分布哲学本质 

简介：正态分布，又名高斯分布，是概率论中最重要的分布，也是自然界最常见的一种分

布。在数学、物理及工程等领域都非常重要，在统计学的许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本案例



围绕正态分布这一知识点，探讨正态分布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哲学道理、价值趋向和人文精神，

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领悟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因子，从而通过“润物无声”的

方式达到育人的目的。 

蕴含的思政元素：科学史，唯物辩证法，科研探索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爱国主

义教育。 

思政育人目标： 

1）邂逅正态分布发现历程，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通过了解和比较正态分布发现过程中

的不同数学思维、数学文化，激发其科学创新的勇气，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2）欣赏正态分布的数学之美，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在教学中鉴赏数学的理性美、对称

美，让枯燥无味的数学变得“有趣味、有温度”，使学生“有收获、有创造”。 

教学组织实施过程： 

1）邂逅正态分布发现历程: 棣莫弗、拉普拉斯、高斯在不同的数学文化背景下，从不同

角度入手，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相同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通过了解和比较正态分布发现过

程中的不同数学思维、数学文化，近距离地接触“数学大家”的思想、智慧，以更广阔的视野

去认识数学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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棣莫弗、拉普拉斯、高斯从不同的角度得到正态分布 

2） 欣赏正态分布的数学之美：利用高等数学所学的极限和导数的知识，研究正态分布的

概率密度函数曲线的渐进线、单调性、凹凸性、极值点等几何特征，带领学生鉴赏数学的理性

美、形象美、对称美的教学过程，让枯燥无味的数学变得“有趣味、有温度”，使学生“有收

获、有创造”。 

3）揭示正态分布的哲学本质：运用企业在进行质量检查和控制时经常使用的正态分布

“3σ-规则”，研究正态分布的哲学内涵。  



 
“3σ-规则”示意图 

（三）数学期望——透过现象、挖掘本质 

简介：数学期望是随机变量最重要的一个数字特征，也是研究其它数字特征的基础。数学

期望在众多领域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是后续课程——应用统计学的理论基础。该案例围

绕数学期望这一知识点，探讨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哲学道理、以及科学思维对应用的指导作

用、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结合时事案例，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蕴含的思政元素：科学史，唯物辩证法，科研探索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爱国主

义教育，学科交叉 

思政育人目标： 

1）利用经典的“赌金分配问题”，讲解期望这一概念的来源，对学生进行数学文化教育。 

2) 将应用案例中数学期望的本质，拓广至离散型和连续型等情形，有效提升学生的拓展

应用能力及数学思想素养。 

3）结合核酸检测问题，探讨医疗检测中的“混检”模型，培养学生的科研探索能力，引

导学生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教学组织实施过程： 

1）以十七世纪的“赌金分配问题”引出该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数学期望

这一概念的来源、惠更斯及其著作《论赌博中的计算》的科学思想方法对概率论的重要影响，

对学生进行数学史和数学文化教育。     



 

赌金分配问题 

2）根据应用案例，归纳总结出数学期望的本质：依概率加权平均。引导学生进行一般化

拓展，得到离散情况下期望的定义。将连续情况离散化，得到连续型随机变量期望的积分表达

式，可以深化学生对数学期望的本质、定积分定义的理解。基于上述案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的能力、由表象深入挖掘本质的能力。 

3）讲解帕斯卡对“赌金分配问题”的求解思想。结合赌徒破产模型，让学生认识到赌博

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引导学生远离赌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分析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流程，探讨医疗检测中的“混检”模型，带领学生讨论分析下

图所列问题。建立医学检验的一般模型，讨论混检是如何提高检测效率的，以此培养学生的科

研创新及应用能力。 

五、教学成效 

在《概率论》的课堂上，课程团队老师不断探索各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展现与

交互优势，运用新媒体推进课程思政教学，使思政教育的黏合力直达学生心灵。对于学生主动

学习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1）课程思政案例教学得到学生充分肯定：将课程思政内容有机融入到《概率论》教学

的这两个学年，在学校组织的学生匿名评教中，教学班级对任课老师的评价成绩 94 分以上，

得到了学生的充分肯定。 

（2）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亲自动手参与实践，用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研究解决生活中的随机

问题。在数学专业的认识实习环节，让学生寻找相关的实际热点问题，设计数学模型，转化为

概率问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也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

此基础上，学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学生实践作业遴选及汇报现场 

（3）专家评价：该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学的教学模式，获得了学校督导专家的充分肯定。

依托此案例库，课程负责人曾获得校级课程思政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提交的思政案例

获得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征集陕西省二等奖。 

六、教学反思 
《概率论》课程思政案例库，以应用问题为导向，以理论分析为重点，以实践应用为巩固，

润物无声地将思政与育人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学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创新意识

与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