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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如理论知识抽象难懂、学生兴趣不高、实践能力不足等,

提出了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学改革方案。改革实践主要包括教学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优化、教

学模式创新和教学评价体系完善四个方面。通过引入生活化案例、强化实践教学、采用翻转课堂等现

代教学手段,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还通过实际教学

案例,验证了基于OBE理念的课程改革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相关课程的教

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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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such as abstract and difficult 

theoretical knowledge, low interest of students and lack of practical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eaching 

reform plan based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 The reform practice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re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perfec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By introducing life-oriented cases,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dopting flipped classroom and other modern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practical ability 

are effectively enhanc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s promoted. 

Through practical teaching cases, the valid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based on OBE concept in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re verified,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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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

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技术过程中大量随机现象的统计性规律,

它在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随

机事件应对能力、处理数据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有着独特和

不可替代的作用[1]。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存在教学效率

低、过程管理困难等问题,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学习成果难以

达到预期目标。近年来,OBE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

应用,其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为解决上述问

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1 改革背景与目标 

1.1改革背景。首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在课程面对的

是全校各专业的学生,因此在教学内容、教材选择、习题处理上

采取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没有针对不同专业的特色进行差异

化教学。这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所学知识与自己的专

业相结合,影响了学习效果。其次,课程的教学仍然以传统的“粉

笔+黑板”讲授为主,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这种单一

的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导致学生在教学

中的参与度不高。第三,学生基础差异大,部分学生基础相对比较

薄弱。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用到了积分等内容,再结合概率知识,

学生普遍觉得难学。这增加了教师的教学难度,也影响了教学效

果。最后,教师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和公式推导,而忽视

了实际应用和案例分析。这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影响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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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改革目标。基于OBE理念,数理统计课程的教育改革可以

更加明确课程目标,即学生在完成课程后应具备哪些知识、技能

和态度。这有助于教师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策略。

OBE理念强调个性化评定和个性化教学,这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更加关注每位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提供适宜的学习机

会和支持,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通过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教师可以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展示,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和改进,这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学

生的学习成效。OBE理念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这有助于数

理统计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实践环节和案例分析,加强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2 改革措施 

2.1确定学习成果。在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

下,明确学生应达到的学习成果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学习成果不

仅应涵盖知识层面的掌握,还应涉及技能、态度及价值观等多维

度的发展。 

2.2知识掌握。基本理论与方法：学生能够深刻理解概率论

的基本概念(如随机事件、概率、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等)和数

理统计的基本原理(如统计量、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等),并能准确阐述这些理论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核心概念与公式：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的核心公式和定理,如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理、最小二乘法等。 

2.3技能提升。问题解决能力：能够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

知识和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进行数学建模、数据分析、假设检

验等,有效解决涉及概率统计的复杂问题。 

数据处理与分析：熟练运用统计软件(如R、Python、SPSS

等)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包括绘制统计图表、

计算统计量、进行显著性检验等。 

批判性思维：能够独立思考,对统计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和评

估,识别并批判性地分析统计方法和结论的局限性。 

2.4态度与价值观。科学态度：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注重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遵循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 

团队合作：在小组项目中展现出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

与同学有效沟通,共同完成任务。 

持续学习：认识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

性,保持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求知欲,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 

2.5应用能力。跨学科应用：能够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

识和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如经济学、金融学、工程学、生

物学等,解决跨学科问题。 

社会实践：通过参与社会实践、科研项目或实习等活动,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应用能力。 

2.6创新意识。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在学习和应用过程中勇

于创新,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解决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探索精神：培养学生积极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和勇气,勇于

挑战难题,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边界。 

2.7优化课程体系。根据学习成果,我们对《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如图1。 

具体措施包括： 

模块化设计：根据学习成果的要求,将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

个模块,每个模块聚焦于特定的知识点或技能,确保内容的系统

性和连贯性。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教学部分,结合我校学生情况我们录

制了金课视频并上线学堂在线,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完成课前讨

论、测试等自主学习掌握基础知识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线下教学引入导学机制,利用导学案全程引导学生学习。 

理论与实践结合：在理论讲解的基础上,增加案例分析、实

验设计、数据分析等实践环节,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际问题的解决中[3]。以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导向,巧设建

模案例,增加课程内容挑战度,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图1 课程体系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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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竞赛等赛事,以赛促学,在实践中广泛学习知识。在课堂上增

加Excel软件等应用技能实验,并在学堂在线自录课程《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中增加了Excel解决概率问题的视频讲解,辅助学

生理解课堂知识。提升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跨学科融合：引入其他学科领域的案例和问题,展示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在经济学、金融学、工程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应用,

增强学生的跨学科视野。例如在学习数学期望时,可设置投资决

策案例。 

前沿知识补充：及时更新课程内容,纳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和技术进展,如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与概率统计相关的前

沿知识。 

2.8创新教学方法。在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

为引导”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为主,融合小组讨论的“研讨式教学

法”；以提问为教学切入点,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引出相关知识点

的“问题导向法”；对教学情景进行精心设计,用联想、练习创

造高度的学习动机,使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任务驱

动法”；设置教学案例,鼓励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积极参与讨论、

交流意见、相互启发、解决问题的“案例教学法”等[4]。 

2.9完善评价体系。为了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我们建

立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过程性评价,通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

情况、小组讨论等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结果性评价,通

过期末考试、项目报告等方式,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

提高自我认知和团队协作能力。 

利用智慧教学工具实现学习过程留痕,对学生学习过程进

行监督与提醒。采取多级考核模式：初级考核包括每节课的课

堂提问、随堂测试,课后作业等；中级考核包括章节测试、期末

测试等；高级考核主要是对翻转课堂内容的考核。 

2.10注重教师自身发展。教师通过主持省级、校级科研、

教改项目等,教师不断推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科研与教学

改革。同时,教师还积极参加讲课大赛、微课竞赛等,提高教学

水平。 

3 实践效果 

经过一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学生参与度提高：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课堂氛围活跃。 

学习成果显著：学生的学习成果明显提升,不仅掌握了基本

理论和方法,还具备了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各级各类数学竞

赛中我校成绩逐年提升,在亚太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

得国际二等奖,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国家级一等奖3

项、二等奖、三等奖多项。运用数据预测模型在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大赛中获得国家级二等奖1项,省级奖项多项。在全国大

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中获得了国家级二等奖1项,三等奖4

项。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学生参与并完成科研项目多项。 

教学质量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得到更新和提升,教学

质量显著提高。教学团队专业素质逐年提升。团队成员发表论

文百余篇,完成相关教改立项5项,先后获得教学成果奖8项,在

校级教学技能竞赛中先后14人次获奖。获批校级重点金课3项,

重点教学团队1项,在2022年学校课程评估中,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课程总分排全校第五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得到了

教学督导、同行和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评价,

学生评教成绩均在优秀以上。团队指导学生多次在大学生数学

竞赛、数学建模大赛、市场营销大赛等学科竞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团队多次获得大连市数

学竞赛优秀组织单位、辽宁省计算机设计大赛优秀组织单位,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组。 

课程思政效果显著：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中,通过科学

家们在进行概率统计研究时,保持着一种严谨、认真的态度,通过

大量的实验和数据分析,来揭示随机现象背后的规律,这种精神

教会了学生的科学精神、严谨态度和创新思维。另外,在通过学

习概率分布和统计推断等知识,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背

后的规律和趋势；通过学习假设检验和决策分析等内容,学生可

以更好地应对人生中的选择和决策。这些知识点都蕴含着丰富的

思政元素,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 结论与展望 

基于OBE理念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改革实践取得了显

著成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还提升了教学质

量和学习成果。基于OBE理念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改革实践

在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以及持续评估和改进学习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

著成效。这些成效不仅体现在学生的学习成果上,还体现在他们

的综合素质和未来发展潜力上。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教学改革,

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努力培养更多符合社会需求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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