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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驱动的概率统计教学探讨 ①

刘东海，彭丹
（湖南科技大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从概率统计的教学现状出发提出了基于问题驱动教学的必要性，并结合实际例子探讨了基于问题驱动的概
率统计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最后对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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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概率统计是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基础数学课程，它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在数据分析与计

算、金融实践与管理、风险预测与控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１］。概率统计主要研究自然界中随机现

象的统计规律，由于该课程中的概念定理比较多，体现的数学思想也是“随机性”思想，初学者对这门课

程的掌握和理解有一定的难度。目前该课程常用的教学方法是传统的“满堂灌”教学，在有限的授课时

间内讲解知识如蜻蜓点水，教学过程也只是要求学生学例题、做习题、答考题，忽视了概率统计与生活密

切相关的背景，很少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也缺乏学习的动力和热情，一切为了考试，被动地接受知

识，在此基础上就更谈不上创新教育了，这些都与高等学校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相违背。在这样的教学

环境下，新的教学方法呼之欲出。

２００４年张奠宙教授和张荫南教授提出了新概念数学（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其目的是为那些
需要掌握数学，但是并不打算研究数学的人群提供一条理解数学、学会数学和应用数学的有效途径，李

吉宝等指出其实质就是基于问题驱动的数学［２］。一切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基础上的教学方法，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

问题为驱动力，以解决问题为教学过程的主线，以培养学生树立问题意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主要目标的教学方法。目前的概率统计教学正需要实施和践行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改善教

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更重要的是能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并提高他们的实际动

手能力。

２　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
美国数学家哈尔莫斯指出数学教材中的定义、定理以及定理的证明方法这些都不是数学的中心，只

有基于这些定义、定理的实际问题背景才是数学的中心，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正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

理论基础上，创建真实的教学情境，以实际问题为载体，通过探索、求解这些实际问题来引导和维持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带着实际任务进行学习。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通过课前预习、小组

合作探究学习、课堂实际演示等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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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于问题驱动教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师能否针对具体的知识点巧妙设计教学任务［３］，恰到

好处的问题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此老师将知识点的讲解蕴含于实际问题的求解中，学生也能

通过回答或解决问题达到掌握新知识的目的。

２．１　问题驱动，构建知识框架
在数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把知识“抛”得越快，学生忘得越快；知识点教得多并不意味着学生学得

多，有时教得少反而学得多。以概率统计课程的教学为例，在课程教学的初期和中期，以“实际问题引

导”为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即在教师的引导下，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通过“问题”的解决过

程掌握知识点的形成过程，主动地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以便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知识。具体以概率统计课程中随机变量的方差定义讲解为例。

例１：在随机变量的方差讲授过程中，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抛出实际问题：我
们看一个班级成绩好不好，就看这个班的平均成绩，我们看一个地方是否富裕，就看这个地方的人均收

入，但有时候这个平均数也不合理，例如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比８０年代高很多，但很多人还是有意见，
主要是反映收入差距大，贫富过分悬殊，那么如何用一个数字特征去刻画这种收入差距呢？

学生回答“用平均偏差来表示”，“但偏差有正有负，平均偏差往往为零啊，那为了避免正负抵消，我

们如何表示呢？”，学生回答“求绝对值！”，“绝对值在数学上难以计算，一般对于绝对值的式子如何表示

呢？”……引出先求偏差绝对值的平方计算平均数，根据抛出的实际问题一步一步诠释随机变量的方差

定义由来。一环接一环的提问让学生思考、理解随机变量方差的数学定义，搞懂来龙去脉，加深印象，深

刻理解定义。

２．２　问题驱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在概率统计课程教学中，通过加强对实际问题背景的分析和讨论，强调数学概念产生于社会客观实

际的需要，突出数学学科是以传授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数学素养和创新思考能力为重点的特

点［４］。根据知识点适当设置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求解，需要学生通过试验调查、统计分析获得结果，

这对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例２：在讲解古典概率前，先设计一个实际问题：让同学调查１个班上至少有２个同学生日在同一
天的情况。这里可以分为小班（３０人左右）、专业班（６０人左右）或一个教学班（１２０人左右）进行统计，
让学生在统计过程中发现其中的规律和奥妙，一般直观上认为小班３０中至少２人同一天生日情况是不
太可能发生的，而在实际统计中大家发现小班中这种情况发生几率也是蛮高的。在课堂上讲解古典概

率的计算问题时，以“生日问题”为例来探究实际计算与同学们统计调查分析的异同之处，学生将会带

着强烈的探究精神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来学习，而通过古典概率的计算可得当班级统计人数趋于６０时，
至少两个同学同一天生日的情况几乎必然发生，当学生看到计算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相吻合，会更

激发他们对生活中一些实际问题中数学知识的探讨。

２．３　问题驱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学过程中学生表现出来的求知欲望取决于老师设置的教学情境，合理的教学情境设计，有利于启

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５］。而创新的思维活动都是针对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就没

有思维，更没有创新思维，也就谈不上创新能力的体现和培养。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从接

受知识变为研究知识，在老师创造的问题情境中，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和老师、同学合作探究的过

程中，实现新知识和已有知识的有机整合，寻求解决问题的适宜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总是处于积极

的探究状态，甚至提出新的问题，无意识中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例３：在讲解二项分布的泊松近似时，老师可以在课前布置任务给学生：某商场一天来的顾客可能
在商场购物，也可能不购物，观察商场一天内到达顾客数与商场一天内购物顾客数服从分布之间的

关系？

学生可以分为几个小组合作完成这个任务，并基于实际观察到的数据，利用 Ｒ软件模拟分布，找出
商场一天内到达顾客数与商场一天内购物顾客数服从分布之间的关系，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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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学生带着试验结果比较与理论上结论的差异，近似程度有多大，这样就能直观感受到二项分布的

泊松近似定理的魅力，体会其重要性。进一步老师对学生进行试验的条件进行引导分析，让学生归纳该

定理成立的合理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的讲解以后，学生可能提出离散的二项分布能否找到一个连续分布来近似，如能够近

似，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些都引导学生寻找生活中的例子去探究所提出的问题，极大地培养他们的创

新思维能力。

２．４　问题驱动，学以致用
在概率统计课程教学中，通过加强对实际问题背景的分析和讨论，强调数学概念产生于社会客观实

际的需要。老师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及时更新教学内容，重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培养。

例４：在这里以给采矿工程专业讲解点估计为例，根据专业特点，设置合适的问题，如采矿专业学生
在实习时研究某地区的岩石成分，根据取样结果，随机地选择１００个样品，每个样品有１０块石子，记录
了每个样品中属于石灰石的石子数，求该矿物质的比例极大似然估计。

学生们对于自己专业的问题肯定会比较有兴趣，关心这种实际问题如何去解决，老师可以从这个实

际问题入手：就是比例取何值时样本函数取值最大，从而求得该矿物质的比例极大似然估计，进一步从

特殊实例到一般来讲解极大似然估计。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学以致用，体会学习的乐趣和带来的成

就感。

３　结语
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模式是当今大学数学教学的一种主流模式，但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方式给教

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不仅仅是把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同时必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当学生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自己的思考构造数学理解力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学好数学。概率统计是从实

践中发展而来的学科，老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概率统计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完善问题驱动的

教学方法。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点都要设置问题，老师须根据情境合理设置问题，要符合知识点形成的过

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过程。“问题驱动”是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问题驱动”教学

法能够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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