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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战士学员“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方法探讨

张增辉，严奉霞，谢美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针对青年战士学员的特点，从采用分层教学法，合理设计教学方案；借助实际问题，激发学员学

习热情；通过多种手段，帮助理论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学员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引入实验教学，提高学

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应用能力这几个方面探讨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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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Methods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

Course for Young Soldier Students

Zhang Zenghui，Yan Fengxia，Xie Meihua
（School of 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

Abstract：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soldier students,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using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ethod to properly design teaching plan,
by tools of practical problems to inspire their passions for study, through various manners to help them understanding difficult
theories, letting them participate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introducing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method to improve their
enthusiasm and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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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和数

理统计 2部分。概率论通过数量关系研究和揭示随机现
象的规律性，而数理统计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研究怎

样用有效的方法去收集和使用受随机性影响的数据，

并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推断和预测，直至为决策提供

依据和建议[1-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理论联系实际

方面，是最为活跃的数学分支之一。

青年战士学员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一类特殊的教

学对象，如何有效地针对他们开展“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课程的教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青年战士学员的特点分析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青年战士学员来源于部队服

役的战士，通过相应的入学考试后成为本科学员。由

于来源的特殊性，战士学员知识基础差异大。如有些

战士学员入伍前为在校大学生，学习过“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课程的部分内容；而有些学员只受过普通中

学教育，数学基础较差。总的来说，战士学员与技术

类、指挥类学员相比，其知识基础整体较弱。此外，大

部分战士学员的自学能力和思维灵活性较弱，归纳总

结能力不够，学习带有盲目性。但是，青年战士学员

大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学习态度认真、

学习积极性高、肯吃苦耐力、组织纪律性强。

2 针对学员特点合理设计教学方案

2 . 1 使用分层教学法，实现优差兼顾

青年战士学员层次参差不齐、个体差异大的特

点，决定了教员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采取分层教学

法[3 ]。即在制定教学方案时，要考虑不同层次、不同

素质学员的要求。对基础比较好、学习优秀的学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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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其能力培养，展现其潜能的发挥。对基础差、接

受能力弱的学员，教学要求起点低、步子小、问题简

单，以便他们能听懂、能学会，进而激发学习热情。在

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中，着眼于中等学生，实施中速

推进，课堂提问注重层次性，而课后辅导和作业布置

方面，充分考虑兼顾优差两头。

2 . 2 借助实际问题，激发学习热情

学员对所学内容感兴趣，就会自觉主动学习，从

而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作为

一门与实际应用联系非常紧密的数学课，在授课过程

中可借助大量实际问题来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需要

注意的是，课堂教学中使用的实际例子需精心设计，

要贴近学员生活，这样才能产生共鸣。

例如，学习古典概型之后，可让学生去统计英文

字母出现的频率，从而指出其在键盘设计、密码破译

等方面的应用。问题提出后，学员兴致很高，对学习

条件概率相关知识十分期待。

2 . 3 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理论理解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有一些概念和理论

是比较难理解的，要针对战士学员特点，采取各种手

段，用他们容易理解的方式授课。如学习这门课学员

遇到的第一个难理解的概念是“概率”。从频率的稳定

性角度引出“概率”的概念是一种较好的方式。通过

抛硬币、掷骰子等简单直观的试验发现频率的稳定

性，指出随机试验中确实隐藏着某种规律性：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即“概率”。然后再给出“概率”的定义，

并重点解释“概率”的可列可加性。

讲解小概率事件概念时，可举如下笑话：据说一

个飞机上有炸弹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一，但某人并不认

为这个概率很小。因此，这个人从来不敢坐飞机。有

一次，他居然和朋友上了飞机，朋友吃惊地问，你咋

不怕了？他说，飞机上有一个炸弹的概率不是十万分

之一么？那么飞机上同时有两个炸弹的概率就是一百

亿分之一了，对吧？朋友说，对，一百亿分之一已经

很小了。这个人说，那好，我自己已经带了一颗炸弹

上来。这类笑话可让学员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中心极限定理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较

难理解的内容。讲解完该部分内容后，大部分战士学

员很难理解定理的含义。而在学习了正态总体的抽样

分布定理后，回头和中心极限定理结合讲解，学员比

较容易掌握。独立同分布情况下的中心极限定理如下。

定理 1[1] 设随机变量 X1,X2,…独立同分布，且具
有相同的数学期望与方差， ，

k=1,2,…,则随机变量

的分布函数 Fn(x)对于任意的 x满足

。

而正态分布总体的抽样分布定理如下：

定理 2[1] 设X1,X2,…,Xn
是从 中抽取的 n个

样本， 为样本均值，那么有 。

抽样分布定理的条件和结论学员都比较容易理解。将

抽样分布定理中来自同一个正态总体的 n个随机变量
改为任意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那么这 n个随机变
量均值的极限分布仍为标准正态分布，从而容易理解

中心极限定理的条件和结论了。

2 . 4 充分利用课前预习和各种小结，让学员抓住

重点难点

战士学员普遍思维灵活性弱，归纳总结能力不

够，不容易抓住重点和难点。针对这种特点，主要从

学员课前预习和教员进行各种小结着手。上课前，让

学员对本次课的内容进行预习，带着问题听课，对不

明白的问题有重点地听讲。教员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要注重总结和归纳，充分利用课堂小结、各章小结以

及典型习题的归纳总结等。如利用每堂课的最后 5 min
左右时间，把该堂课主要内容以板书形式展现给学

员。注意各章节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如“离散型随机

变量分布律”与“连续型随机变量密度函数”之间的

统一，“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与“样本统计量”之间

的联系和区别等。充分使用小结，可让学员抓住重点，

消除学习的畏惧心理，激发学习热情。

3 发挥学员主体作用，让学员积极

学员是教学活动的对象和主体，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发挥学员的主体作

用，让学员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3. 1 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青年战士学员，最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的自信

心和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这

要改变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要

充分利用学员的好奇心、好胜心，进行启发诱导。给

学员提供表达的机会，对其见解、思路等多鼓励，让

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表达的自信。对待战士学

员，还要特别有耐心。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学员能

自觉主动学习，从而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3 . 2 引导学员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大学的学习不像中学那样完全依赖教师的计划和

参与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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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学生不能只单纯地接受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必

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这要求学生除了上课要认真听讲

并记好笔记外，还要自我加强、扩展知识面。如果学

生只是单纯做题，死记硬背题型，缺乏对概念原理的

理解，肯定是不行的。教员在进行习题课教学时，可

通过设计练习题目、解题思路、归纳总结等，引导学

员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3 . 3 利用“帮教”对子，提高整体教学效果

所谓的“帮教”对子，就是学习好的学员帮助基

础差的学员。战士学员组织纪律性强，有良好的集体

意识，可充分发挥“帮教”对子的作用。学员对学员

讲题，思路接近，更容易接受。“帮教”对子利用得当，

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可迅速提高教学质量。

4 加强实践环节，增强实际应用能力

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适当应用各种

数学软件，开展数学实验教学[4-6]，有利于提高学生学

数学的兴趣和用数学的能力。相应的软件主要有

Mathematic、Matlab等。如Matlab工具箱提供与概率统
计相关的基本功能包括：1）产生指定分布的随机数。
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常见的二项分布、正

态分布、 -分布、指数分布、F-分布、Gamma分布、几
何分布、对数正态分布、泊松分布、瑞利分布、t- 分
布、Beta分布等。2）提供各种分布随机变量的概率密
度函数及分布函数。3）直方图以及概率分布的拟合。
如直方图、直方图正态分布拟合、Beta分布拟合、二
项分布拟合、指数分布拟合、Gamma分布拟合、对数
正态分布拟合、泊松分布拟合等。4）假设检验、回归
分析。

利用该工具箱的某些功能，绘制直观形象的图

形，可激发学员学习兴趣，加深课堂内容的理解，提

高数学应用的能力。如课堂上利用Matlab软件，绘制
学员期中考试成绩分布图如图 1。

其中参加考试人数 118人，最高分 98分，平均分

47.85分。对照该图，在进行成绩分析的同时，解释正
态分布的概念，学员印象深刻。

5 结语

针对青年战士学员这类特殊的教学对象，从教学

方案的设计、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和引入实验教学 3
个方面讨论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方法。

实际教学表明，该教学方法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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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Scores Distribution of Midsemester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