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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的思政案例探索
李　丽 1，2　孟晓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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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知识、情感与价值观”为教学目标，从实际生活中寻找案例，注重教学案例设计，寻找课程教学中的育人资源，引

导学生利用新的知识解决有趣问题的同时可以进行知识之外的思考，探索从知识到教育的渠道，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本文以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为载体，结合实际生活设计思政案例，深挖案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及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思政元素融入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之中，无形的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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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及其统计规律的一门学科，

在经济科学、管理科学基其他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是近代数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国民经济及工程技术等各

个领域理论应用与研究的重要数学工具。其缜密的内容体系，独

特的思维方式，对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该课程是实现课程和思政有机融合的重要

课程之一。本文尝试通过在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合理融入思政案

例，激发学生探究概率问题的兴趣和价值观共鸣，希望学生在学

习新的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从而达到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理念。

一、思政案例设计与实践

（一）借助经典故事，传承优秀传统品质

在课程教学中以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或者生活案例作为

切入点，引发学生学习概率公式的兴趣，从而在传授理论知识的

同时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们去讨论思考，最终达到思政教育

和课程教学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下面以贝叶斯公式的教学为例，

引入“狼来了”寓言故事，引导学生讨论诚信问题。

伊索寓言故事 -《狼来了》：这是一则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

故事，它常被用来告诫小朋友不能随意撒谎，会失去别人对自己

的信任。

当放羊的小孩第三次喊“狼来了”的时候，村民为什么不再

上山？村民对小孩的信任程度为什么越来越低呢？

设 A 表示“村民认为放羊的小孩是可以相信的”，B 表示“放

羊的小孩说谎”，假设：

( ) 0.9P A = ， ( ) 0.1P A = ， ( / ) 0.1P B A = ， ( / ) 0.6P B A =  （1）

这里，表示开始时村民对放羊小孩的信任度很高，认为小孩

是一个诚实的人。

根据贝叶斯公式我们可以算出，当小孩第一次喊“狼来了”（说

谎）后村民对小孩的信任度为：

( ) ( / ) 0.9 0.1( / ) 0.6
( ) 0.9 0.1 0.1 0.6

P A P B AP A B
P B

×
= = =

× + ×
（2）

根据上式可以发现，在小孩第一次说谎后，村民对小孩的信

任度有原来的 0.9 下降到了 0.6。这时候上述的结果，概率需要更

新为：

( ) 0.6P A = ， ( ) 0.4P A = ， ( / ) 0.1P B A = ， ( / ) 0.6P B A =

当小孩第二次说谎，同样利用贝叶斯公式得到：

( ) ( / ) 0.6 0.1( / ) 0.2
( ) 0.6 0.1 0.4 0.6

P A P B AP A B
P B

×
= = =

× + ×
（3）

也就是说当小孩第二次说谎后，村民对小孩的信任度由 0.6

下降到了 0.2。同理可以计算出当小孩第三次说谎后，村民对其信

任度会降至 0.04。

表 1 可信度变化

撒谎次数 可信度 下降幅度

1 0.6 44.5%

2 0.2 75%

3 0.04 95%

由上面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村民对放羊小孩的信任度随着

小孩一次又一次地说谎后不断下降，最后几乎没有任何信任。由

此也导致村民在第三次听到小孩呼叫时不会再上山帮其打狼。该

案例的计算结果告诉我们随着撒谎次数的增多，信任度越来越低，

最终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在现代社会中，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之一，是每个公民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是立于社会

之根本。

从另外一个方面分析，贝叶斯公式来计算 ( / )P A B 。

( ) ( / ) 0.04 0.9( / ) 0.0857
( ) ( / ) ( ) ( / ) 0.04 0.9 0.96 0.4

P A P B AP A B
P A P B A P A P B A

×
= = =

+ × + ×
（4）

这表明小孩在认识到错误后，选择诚实的态度，村民对他的

可行度由 0.04 上升至 0.0857。

( ) ( / ) 0.0857 0.9( / ) 0.1742
( ) ( / ) ( ) ( / ) 0.0857 0.9 0.9143 0.4

P A P B AP A B
P A P B A P A P B A

×
= = =

+ × + ×
（5）

如果小孩第二次守信，可信度变化为 0.1742。

由表 1 和上式可知，放羊小孩说谎三次，村民对他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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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来 0.9 下降到 0.04，几乎毫无信任。但是如果他希望回到最初

村民对他的信任度，需要 7 次守信。因此我们一定要珍惜他人对

自己的信任，不要随意挥霍，失去容易，但是想要再恢复就很困难。

（二）从小概率事件看量变到质变

在一次试验中几乎不发生的小概率事件随着大量重复实验而

转变为几乎会发生的过程，最终产生了质的变化。

我们以小偷偷窃为例，假设小偷行窃时被抓住的概率记为

0.02，这个是小概率事件，那么随着偷窃次数的增加，小偷被抓

住（记为事件 A）的可能性多大？：

1 2 1 2( ) ( ) 1 ( ) ( ) ( ) 1 0.98kn nP A P A A A P A P A P A= ∪ ∪ = − = − 

（6）

借助 Matlab 软件计算可知第 110k = 次时，P（A）=0.8916，

小偷被抓住的可能性已经很大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

每次小偷没抓的概率较小，但是小偷偷窃次数较大时，这是小偷

被抓就成为了大概率事件。

根据上面例子，即使一个事件每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只要

不断进行重复试验，它必然发生。因此日常工作生活中，不要抱

任何侥幸心理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同时也坚信只要我们每一天

能付出学习一点点，终将会一定的收货。

（三）从频率与概率之间的联系看偶然性和必然性

众所周知频率是个试验值，具有偶然性，可能有多个不同的

取值。而概率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必然性。只能取唯一值。当试

验次数较少时，频率与概率偏差较大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当试验

次数较大时，就会发现频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稳定到概率，

反映出统一性。

随着试验次数的无限增大，某一事件发生的频率渐渐趋近于

某个常数，即在某种收敛意义下逼近某一常数。在这个常数附近

摆动，这就是所谓的“频率稳定性概型”可以看作是从数学角度

把“在一定条件下”“重复试验”等术语的涵义加以明确化。

偶然性和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于任

何发展变化的事物和现象，我们应坚持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

正确客观认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既要勇敢面对事物发展过

程中复杂多变的偶然情况，不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打倒，不被眼

前一时的荣誉和光环迷惑，又要坚定信念，勤奋学习，最终会学

有所成，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四）关注社会热点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在医学的疾病筛查检测中，如果是小样本检测可以采用常规

的单样本检测方法，但如果是大样本量检测比较高效率的是采用

混合样本检测方法。在混合样本检测方法中，为了提高检测效率，

如何制定科学的混合样本检测方案，所依据的理论知识就是概率

论中的数学期望。

对总数为 N 的人群进行检测，将其分为若干组，每组 k 人进

行混采。如果混采的结果为阴性，说明改组成员都为阴性；反之

说明这组人中至少有一个阳性，这样对改组所以成员重新重新分

别做检测。

令 X={ 每组中每个人需要的检测次数 }，则 X 是离散随机变量，

假设每个样本检测为阳性的概率为 p（即每个人被感染的概率），

检测为阴性的概率为 q=1-p。则 X 的分布律为：

1 1(1 ) , 1 1 (1 ) ( 1,2,3, )k kP X p P X p k
k k

   = = − = + = − − =   
   



（7）

分组混合样本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如何提高检测效率的？

求 X 的数学期望 E（X），即每组中每个人的平均检测次数

为 E（X）。如果 E（X）小于 1，即说明平均每人做的检测次数

小于 1 次，即混合样本的检测方法能够降低检测次数，提高效率。

1 1 1( ) (1 ) (1 )(1 (1 ) ) 1 (1 )k k kE X p p p
k k k

= × − + + − − = + − − （8）

如果文中的 p=0.01 左右情况下，我们通过计算可知当 k=10

和 k=11 时，E（X）=0.1956 最小。即，p=0.01 左右时，每组 11 人，

每人平只需检测 0.1956 次，相对于单样本检测，大约可减少 80%

的检测工作量，大大节约社会成本起到重大作用。混合样本检测

方法的推广使用为防控工作的快速推进起到巨大作用。在生活学

习中，遇到事情，学会采取科学的解决策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三、结束语

本文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为载体，紧密结合“立

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精心设计教学案例，期望把它反馈到教材

和教学过程中，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最后希望可以为该门课程的教师提供一些教学思路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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