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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院校基础课程的教学不仅仅是传授基础知识、基本思想和方法,更应注重对基础课程背后

隐性思维方式的挖掘。本文结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对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学员的数学思维进行一

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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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basic courses in military academies is not only to impart basic knowledge, basic ideas 

and methods, but also to dig out the hidden ways of thinking behind the basic course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ourses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give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in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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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和揭示

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数学学科,

是军事院校生长军官本科教育的必修

基础课程之一,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因军事院校的特殊性,遵循为军事服务

的原则,需要将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

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同时结合军事院

校的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方案,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的课堂教学质量要求更高。

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思

想和方法等这些显性的知识结构、框架

等,更重要的是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

程背后隐性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日常教

学过程中,启迪学员的智慧,挖掘学员

的潜能,培养学员的数学思维能力以及

创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做到隐于显中,

显于隐中,富隐之显的课堂教学质量将

更高。本文将结合教学实际,对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如何培养学员的数

学思维进行一些思考。 

1 随机性思维在教学中的体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工科学生三

门数学必修课的最后一门,它的基础

是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其特点是更加

严谨抽象且生涩难懂。故在课程开始

就引导学员用新的思维方式—随机性

思维来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就显的

相当重要。 

传统思维的确定性是客观事物的质

的规定性在思维中的反映,任何客观事

物都有其质的规定性,并以此和其他一

切事物区分开来,通常在人们早期的认

识中,认为问题的答案是固定的。然而现

实世界中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其原因在于任何事物又都是在运动、变

化、发展着的,日常生活中、军事训练中

等随机现象也是广泛存在,如“射击时子

弹是否命中”“炮弹的弹着点”等。因为

随机现象是由大量微小的随机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对于随机现象,很难做到有

完全准确无误的判断。 

但是,客观事物又不是变化无常、不

可捉摸的,任何事物在它发展的一定阶

段上,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者叫做质

的规定性。例如,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发展

史中著名的抛硬币试验,抛一枚硬币,可

能出现正面或者反面,出现的结果是随

机的。但是如果将一枚硬币重复地抛很

多次,却可以知道大约50%次数出现正面

或反面。也就是说随机现象虽然具有偶

然性,但大量随机现象却蕴含着必然性。

概率论中重要地极限理论之一“大数定

律”地核心思想就是：大量随机现象地

平均结果具有稳定性。在教学中,教员应

当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引导学生用随

机性的思维,思考、分析问题,透过表像

的偶然寻求内部的必然联系,提高学员

的思维品质。  

2 辩证思维在教学中的体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包含着大量的

辩证法思想,如：偶然与必然、量变与质

变等,教员在教学中能合理渗透辩证法

思想,引导学员将辩证思维和概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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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帮助学员理

解教学内容,将概率论深刻的思想内容,

内化为自身的数学素质,提高智力品质,

完善思维结构。 

在概率论中,我们把概率很小(接近

于0)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

件在一次试验或少量的几次试验中,虽

然有可能出现,但是出现的可能性小,可

称为“几乎不可能“事件。但是在大量

重复独立试验中,小概率事件的概率会

变得接近于1,成为大概率事件。因为大

概率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很大,可称为”几

乎必然“事件,小概率事件原理是数理统

计中重要的原理之一,在教学中需要引

导学员辩证的看待小概率事件。 

例如军事院校因体技能训练量相对

较大,学员在课堂上瞌睡的现象普遍存

在,为杜绝这一现象,对上课睡觉的学员

管理也相对严格。假如领导在某次课堂

巡视过程中,偶然发现一次“张三”在睡

觉,那“张三”给人的印象就是在课堂中

经常睡觉,这种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再比如“假前教育”是军队院校安

全形势教育的必要环节。现假设学员、

教职员工等在假期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

性为1‰,全院教职员工大约5000人,计

算在假期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 

解：设Ai表示学员、教职员工等在

假设出现安全事故(i=1,2,…,n),由题

意可认为各事件Ai相互独立,因此假期

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为： 

( )1 2 nP A A A∪ ∪ ∪ =  

( )1 21 nP A A A− ∩ ∩ ∩  

1 0.999n= −  

全院师生假期出现安全的概率为 

( )1 2 5000P A A A∪ ∪ ∪ =
 

50001 0.999  0.993− ≈  

从小概率0.001到大概率0.993的转

变,从“几乎不可能事件”到“几乎必然

事件”的转变。随着试验次数的不断增

加,小概率事件经过“量”的不断积累,

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也让学员进一

步认识到院校假前教育的必要性。 

3 发散性思维在教学中的体现 

发散性思维的对立面是聚合性思维,

聚合性思维又称为求同思维法,是将广

阔的思路聚焦集成一个焦点的方法,它

是一种有方向、有范围、有条理的收敛

性思维方式。发散思维也称求异思维,

是指大脑在思维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

的思维模式。大多数学员通常都只能是

擅长其中一种思维方式,相比之下,更擅

长聚合性思维。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

教学中,教员如果能在聚合思维的基础

上,恰当地引导学员运用发散性思维,从

多角度、多方面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将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思

维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与提升。在教

学过程中一题多解就是发散性思维的最

好体现。 

例：从5双不同的鞋子中任取4只,

问这4只鞋子中至少有两只配成一双的

概率是多少？ 

解：以表示事件“所取4只鞋子中至

少有两只配成一双鞋子”,则表示事件

“所取4只鞋子无配对” 

解法1：从10只鞋子中任取4只,共有
4

1 0C 种取法,即 ( ) 4
1 0N S C= 。先从5

双鞋子种任取4双共有
4
5C 种取法,再从

取出的每双鞋子中各取出1只,共有 42
种取法,即 ( ) 4 4

52N A C= ,故 

( ) ( )
4 4

5
4
10

2 13
1 1

21

CP A P A
C

= − = − =  

解法2：考虑4只鞋子是有次序一只一

只的取出。从5双鞋子中任取4只共有10×9

×8×7种取法,即 ( ) 10 9 8 7N S = × × × 。

先任取一只,共有10种取法,第二只只能

在剩下的9只中除去与已取得第一只配

对的8只鞋子中任取一只,共8种取法。同

理第三只、第四只各有6种、4种取法,

从而 ( ) 1 0 8 6 4N A = × × × ,故 

( ) ( ) 10 8 6 4 13
1 1

10 9 8 7 21
P A P A × × ×= − = − =

× × ×
 

解法3：先从5只左脚鞋子种任取k

只(k=0,1,2,3,4),有 5
kC 种取法,而剩

下的4-k只鞋子只能从(5-k)只右脚鞋

子中选取,即对于每个固定的k,有
4

5 5
k k

kC C −
− 种取法,即 

( )
4

4
5 5

0

8 0k k
k

k
N A C C −

−
=

= = ,故 

( ) ( ) 4
10

80 13
1 1

21
P A P A

C
= − = − =  

解法4：以Ai表示事件“所取4只

鞋子中恰能配成i双”(i=1,2),则

1 2 1 2,A A A A A= ∪ = ∅ ,故

( ) ( ) ( )1 2P A P A P A= + 。因

A2为4只恰能配成2双,它可直接从5双鞋

子中成双地取出,故 ( ) 2
2 5N A C= 。

( )1N A 的算法是：先从5双中取1双,

共有
1
5C 种取法,另外两只从其他8只

中取,共有
2
8C 种取法,不过这种取法

中将成双的算在内,应去掉。从而

( ) 1 2 1
1 5 8 4 1 2 0N A C C C = − =  ,总

共的取法还是
4

10 2 1 0C = 种,故 

( ) ( ) ( )1 2

120 10 13

210 210 21
P A P A P A= + = + =  

本题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能拓宽学员的思路,同时锻炼了

发散性思维。 

4 批判性思维在教学中的体现 

批判性思维就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

价思维,进而改善思维,是合理的、反思

性的思维,既是思维技能,也是思维倾

向。通常是指用质疑、批判的态度来思

考问题,批判性思考主要有三要素：问

题、回答以及对回答的支持,在思考的过

程中不断地作出评判。批判性思维主要

表现为一种检查性思考,是对已有结果

的一种审查,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

批判性思维既是求异思维,也是创造思

维。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中,应引

导学员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

鼓励学员对所研究对象的科学性及价值

做出评判,这种评判当然不是对已有知

识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已有知识的扬弃、

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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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

来袭,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身体健康带

来了巨大挑战。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成功。若以A表示事件“核酸检测为

阳性”,以C表示事件“被诊断者感染新

冠肺炎病毒”,设 ( ) 0.95P A C = , 

( ) 0.95P A C = ,现在对自然人

群进行全面核酸检测,被检验的人群

患 有 新 冠 病 毒 的 概 率 为 0.005,即

( ) 0.005P C = ,试求 ( )P A C  

解：依题意可知 ( ) 0.95P AC = , 

( ) ( )1 0.05P A C P A C= − = , 

( ) 0.005P C = , ( ) 0.995P C = ,

由贝叶斯公式 

( ) ( ) ( )
( ) ( ) ( ) ( ) 0.087

P A C P C
P C A

P A C P C P A C P C
= =

+
 

 

 

 

在讲解本题时,教员应当对运算结

果的含义进行分析,引导学员大胆质疑,

对所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价值做出评

判。结果表明,虽然 ( ) 0.95P A C = , 

( ) 0.95P A C = ,这两个概率都比较

高。但当对人群进行全面核酸检测时,

有 ( ) 0.087P C A = ,即其正确率只

有8.7%(平均1000个具有阳性反应的人

中大约只有87人确被感染新冠病毒),也

就是检出阳性的人其实被感染的几率也

很低,存在着“假阳性”一说。虽说几率

低,但为什么我们对阳性的结果的被检

查者却又如此重视呢？这又需要我们从

犯错误决策的代价来考虑,两种错误决

策：“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未被感染者”和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感染者”,后者的代

价更严重。教学过程中,通过这些“题外

话”,培养学员的批判性思维,不仅能调

动学员的学习热情,提高学员的主动参

与意识,而且可以提高学员思考问题的 

 

 

 

 

严谨性、深刻性。 

在军事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基

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更应注重对数学思

维方式的培养。不仅可以让学员更深刻

地理解概率统计知识、思想和方法,还可

以引导学员用隐性的数学思维去分析、

解决日后任职过程中的军事问题,增强

应用数学意识、提升创新能力,促进学员

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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