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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概率统计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涉及面最广、最重

要的公共基础课之一，它的内容丰富，知识点众多，

很多知识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工科的大部

分学生对于概率统计的学习是心怀怯意的，原因

有：一是他们本身中学数学的基础较薄弱；二是他

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本身就不浓厚。所以，在他们

看来这些知识是高深的、晦涩的、难以理解的。因

此，面对这样的学生，要想让他们学好概率统计知

识，就必须要有充分的课前准备、课中调节与课后

辅导。

2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是概率统
计教学的关键

教师必须要有慈母的爱心、充足的知识、多样

的方式并与学生积极的互动，这样才能在概率课上

充分调动学生对概率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利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获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

2.1 对学生要有一颗真正关爱的心，用亲和力博得

学生们的好感。

很多工科学生是惧怕概率的，所以他们上课的

时候稍有疑惑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从而有了厌学

的思想。他们的表现会直接导致某些教师产生“怒

其不争”的感觉，看学生的眼神自然就不那么和善

了。这样下来，恶性循环，学生更加惧怕学习，教师

更加看不上学生。因此，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教师的

问题。

爱是教育的基础，这是古今中外教育家们形成

的共识。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应该

热爱学生，把自己的整个心灵献给学生。”我国古代

教育家孔子主张对学生要“仁爱”。我国近代教育

家夏丐尊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胡锦涛总书记

说：“要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

步，以真情、真心、真诚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

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

路人。”

所以，教师尤其是理科教师，比如概率统计教

师，一定要有一颗真正关爱学生的心，这样我们的

眼睛中才会流露出母亲般的慈爱，学生是能够看懂

这样的眼神的。当面对的是教师慈母般的教诲，学

生们又怎么会轻易放弃这门学科呢？

爱学生的体现就在于对学生始终保持的是鼓

励的态度。而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有效鼓励是通过

一举手一投足以及自己特有的亲和力来体现的。

学生需要的不是教师嫌弃的对待，而是教师赞誉的

眼神、适度的激励、充满爱的宽容、科学合理的指导

以及幽默诙谐的把点滴知识悄然渗透。

2.2 储备知识要丰富，用深入浅出的教学激起学生

的兴趣。

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教给学生一杯

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相对于学生获得的“杯水”

知识，教师必须拥有十倍、百倍于学生的“桶水”知

识的譬喻，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对教师知识存量的期

望。“学高为师”，教师要教好学生，必须要有丰富的

知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对概率教师而言，不仅要吃透教材，掌握大纲，

还要了解知识点的来历以及最新的前沿动态。这

样进行教学时，才会明白什么地方可以略讲，什么

地方必须多讲，什么地方可以引据经典来激发学生

的兴趣，什么地方可以借新的考研或者竞赛题来提

高一下学生的档次。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同时对部分学生将来考研是有很大好处的。

首先一定要告诉学生概率统计和中学的数学

没有太大联系，就算高中数学很差，也不影响概率

考高分。这样一说，很多学生就有了自信心了。然

后讲课时候一定要记得自己所面对的是受不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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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大论的工科学生，一定要注意自己讲课的生动

性。

比如，在讲到“古典概型”知识点处，我们可以

先讲一个古代古典概型的例子：“若干年前，街市上

有一种赌博的地摊。摊主让顾客投掷3颗骰子，如

果顾客掷出的点数之和为3、4、5、6、7、14、15、16、

17、18当中的任何一个，算顾客胜；如果顾客掷出的

点数之和为其他数值，则算摊主胜。”学生们听了介

绍后，总会觉得获胜的几率挺大的，有的还挺跃跃

欲试。但是等笔者将古典概型的具体算法一一陈

述后，学生们发现总共可能的结果有6×6×6=216

种，而顾客只有猜中其中的10种才能获胜，也就是

说获胜的概率仅仅为 ，于是学生们就会感叹：

学不好概率是会上当吃亏的！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我们事先给一些现实的例

子做引子，会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想要

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让他们想要听下面的知识点。

这就比直接开课就是公式定理要有效果多了。

再比如：当讲授到“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

式”的时候，我们应该多讲些内容，因为此知识点常

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MBA入学考试试题中出

现。那么当我们讲完了书上那几个简单例子之后，

一定要给学生们添加更多的课外例题来让他们对

该知识点进行强化训练。这就要求教师要拥有足

够多的课外资料，以备不时之需。这样的资料可以

从图书馆获得，也可以从网络获得。最好能将刚刚

面市的考研或者竞赛试题拿来给学生们思考，因为

这样的“新鲜”资料会让学生们十分兴奋，非常愿意

去思考的。

再次，对题目的深层挖掘如一题多解等也会让

学生倍增兴趣。例如：在习题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将

抽签问题拿出来进行挖掘。题目设计要与学生们

的生活贴近，如“仅有一个优秀学生名额，全班决定

抽签解决。全班共n个同学，排好队来抽签，求第k

位同学抽中的概率（1≤k≤n）。”那么同学们见了题

目一定很感兴趣。这时候教师可以要求同学们思

考有哪些方法解决。等同学们思考的差不多了，教

师可给出答案：四种方法。一是将它看作不放回抽

样，排列下可得 ；二

是将其中n-1张看作无分别的，可得 ；三是

只考虑第k次抽到的结果，可得 ；四是利用对称

性可得 。当学生们看到这么多的解

法必然会兴趣更浓。此时，教师再进一步加深，将

问题改变，比如“全班有n个同学，但是优秀学生名

额有m个（m≤n），每位同学可抽取1张，求第k位同

学抽中的概率（1≤k≤n）。”或者“全班有n个同学，

优秀学生的名额有m个（m≤n），每位同学可抽取1

张，求第一个抽中的是第k位同学的概率（1≤k≤

n）。”等等，这样一个题目就有了多个花样，从这些

对问题的延拓性思考不但可以开阔思路，提高了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概率

内容学活用活，而且培养了发散性思维能力，增强

了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2.3 教学方法要多样化，用灵活多变的手段吸引学

生们的注意力。

只靠一支粉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面

对的学生是有层次区别的：对于一些很好学的学

生，教师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就可以完全吸引住了；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就对数学不是那么热爱的学生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教师讲的有趣些，学生就听一

点，教师讲的稍微平淡些，学生马上就会走神了。

所以教学方式一定要多样化才可以吸引所有的学

生。当介绍到重点时候，不仅语言方面要有突出

提醒，还要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标识，以示强调！

当需要大量背景知识或者需要直观感受时，最好

用一下多媒体课件。

例如第一节课，需要讲大量的背景知识来告诉

学生概率的发展史，概率史上发生的很多趣题趣闻

趣人趣事，这个时候光靠嘴巴说就不够过瘾了，光

靠黑板写就不够生动了，所以这时我们可以用课件

的方式一页页地展示给学生看。当学生们看到古

人的赌博科学家的打赌等经典场面，一定会觉得乐

趣无穷，并对概率产生浓厚的兴趣。

除了这些教学工具的变化，还有自己教学方法

的使用也要灵活。比如，当学生答对题目或者有新

的思考时，教师一定要及时给予语言奖励，这样才

会更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相反，当学生有做小动

作或者走神的表现时，一定要及时予以制止，迅速

将其思想拉入课堂。总之，要“一手拿蜜糖，一手拿

大棒”，这样才全面。

在对工科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单纯的“一言堂”

教学是绝对没有好效果的，那么怎么办呢？可以添

加互动。“ 互动”是课堂教学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甚

至是不可缺少的行为。可以说没有了“互动”，也就

没有了课堂教学活动和师生的对话与沟通。

比如讲理论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学生的眼

神，听懂了的学生发出的是理解的眼神，有时还会

随着老师的语言而情不自禁点头；听不懂的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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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眼神中有迷茫出现，有时甚至会低头罢听。如

果教师注意到了，就可以适当放慢节奏，甚至可以

停下教学，询问学生哪个环节跳不过去，这样可以

保障教学全面接受性。

再比如理论结束后该例题上场了，例题不要急

于讲解，最好让学生看着题目，让他们说出思路，并

不要求全面，要求的是知道他们思考了，并知道他

们能思考到哪里。这样教师讲解时就有了依据，明

白何处该多讲几句，何处可一带而过。

最后要说一下向学生提问或者请学生板演的

问题，千万不要每次都提那一两个学习效果明显的

同学，这样会让其他学生气馁，甚至产生厌学心

理，要照顾到每一位学生。

3 结束语
总之，对于工科学生这样一个怯数学的群体，

对于概率这样一门高深的科学，我们教师必须要有

慈母的爱心、充足的知识、多样的方式并与学生积

极的互动，这样才能在概率课上充分挑动学生对概

率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利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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