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56/4/3.5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支撑：

授课时间： 周一 3-4（1-14周）

周五 5-6（1-14周）
授课地点：莞城 3303

授课对象： 2020多媒体 1班

开课学院： 粤台产业科技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苏允良/讲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 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 每章作业中存在较普遍的问题，采用集中讲解方式；3. 课程结

束后和考试前安排集中答疑；4. 线上通过（微信/QQ）学习群互动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

使用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郭文英、刘强、孙阳、陈江荣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2018.7.

教学参考资料：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盛骤、谢式千、潘承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四版，2008.6.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张忠志、余晋昌、吕益群编，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2.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工类），吴赣昌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

（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茆诗松、程依明、濮晓龙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课程简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一门数学学科。它是一门必修的基础课，是学习专业课、基础专业课以及研究生课

程等后续课程的必要基础，也是参加社会生产、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必要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在经济、管理、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应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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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广泛。它在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和提高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1）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2）随机变量；（3）随机向量；（4）随机变量的数字

特征；（5）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6）数理统计的

基本概念；（7）参数估计；（8）假设检验等方面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

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随机数学基础，同时让学生初

步接触到概率方法和统计工具在经济、社会、科学与工程

等领域的应用，提高他们对数学以及其专业的学习兴趣。

（目标层次：综合）

C1.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科学相关专业知识的

能力。

C1.（交叉知识运用能力）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科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基本美学、基础设计、多媒体、影视动画与

文化创意产业设计相关专业知识的能力。

目标 2：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

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目标层次：理解、运用、分

析）

2.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数学知识和专业知识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标层次：运用、综合、评价）

C6.具有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理论及应用知

识，分析与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C6.（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具有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理论及应用知识，分析与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亦可以

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跨多重领

域，进行研发或创新的能力, 以及发掘、分析与解决复杂

多媒体设计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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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素质目标

在学习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让学生了解数学语言描述

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能力和深刻性，尝试理解数学的真

理性。（目标层次：理解、运用、分析）

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坚持不懈的学习精

神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奠

定良好的基础，并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目标层次：

运用、综合、评价）

C8.具有专业伦理、社会责任的能力。

C8.（专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理解职业道德、具有专业伦理、

社会责任、国际观及前瞻视野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授课教

师

学时

数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

点）

教学模式

（线上/混合式

/线下

教学方法 作业安排
支撑课

程目标

1,2
第一章 随机事件

及其概率
苏允良 7

重点：事件的关系与运算，概率的定

义，概率的基本性质，古典概型，条件

概率，概率的基本公式（乘法定理、全

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事件的独立

性。

难点：条件概率，概率的基本公式（乘

法定理、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事件的独立性。

课程思政融入点：为验证随机事件频率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要

求学生重做“抛硬

币”这个实验，次

数不低于 1000次。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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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就“抛硬币”这个实验，英

国数学家德·摩根实验了 2048 次，法

国数学家蒲丰实验了 4040 次，英国数

学家卡尔·皮尔逊先后试验了 12000 次

和 24000次，充分体现了数学家们对待

未知执着的钻研和探索精神。可借助此

案例勉励同学们学习、做事要“不怕苦，

不怕累”，还要勇于钻研和创新。

2,3,4
第二章 随机变量

及其分布 苏允良 8

重点：分布函数的概念及性质， 离散

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律的概念，0-1 分

布、二项分布、泊松（Poisson）分布

及其应用；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密

度的概念，均匀分布、正态分布、指数

分布及其应用；随机变量简单函数的分

布。

难点：与随机变量相联系的事件概率

计算；二项分布及其应用；正态分布、

指数分布及其应用；简单随机变量函数

的分布。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目标 1

4,5,6 第三章 随机向量 苏允良 8

重点：边缘分布函数，边缘密度函数，

两个随机变量相互独立的判定，两个相

互独立随机变量和的分布。

难点：二维离散型随机向量的边缘分

布律，二维连续型随机向量的边缘概率

密度；边缘分布函数；两个相互独立随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请

学生结合随机变量

的独立性知识说明

并行研发的优点。

目标 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9B%BD/11733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9B%BD/11733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5%AE%B6/12109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A6%E5%AE%B6/12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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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变量和及最大值最小值的分布。

课程思政融入点：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

方面，我国推行 5条技术路线并行研发，

并行研发可有效提高疫苗研发的成功

率，是我国科学战“疫”的一种体现。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

重前行，教导学生要常怀一颗感恩之

心。

6,7,8
第四章 随机变量

的数字特征
苏允良 7

重点：数学期望、方差、标准差、矩、

协方差、相关系数的概念，基本性质及

计算，常用分布的数字特征；简单随机

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难点：数学期望、方差、标准差、矩、

协方差、相关系数的计算。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目标 2

8,9
第五章 大数定律

与中心极限定理
苏允良 4

重点：伯努利大数定律，独立同分布的

大数定律，棣莫弗-拉普拉斯定理。

难点：伯努利大数定律，独立同分布的

大数定律。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目标 1

9,10 第六章 抽样分布 苏允良 5
重点：卡方分布，t 分布和 F 分布，单

个正态总体的抽样分布。

难点：单和双正态总体的抽样分布。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目标 2

10,11,12 第七章 参数估计 苏允良 8
重点：矩估计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估

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的概念；正态总

体的均值和方差的置信区间。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课程思政作业：概

率统计课程中借助

经典名言说明并理

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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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最大似然估计法；正态总体的均

值和方差的置信区间。

课程思政融入点：最大似然估计法的原

理是对未知参数作出估计，使得已经发

生的样本发生的概率最大。可借助黑格

尔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加强对其

原理的理解，进而引导学生养成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

解特定知识点的案

例很多，请同学们

按章节进行总结。

12,13,14 第八章 假设检验 苏允良 7

重点：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步

骤，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

检验。

难点：单个及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

差的假设检验。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课后习题 目标 2

14 总复习 苏允良 2 期末复习 线下教学
讲 授 / 小

组讨论
目标 3

合计 56

实践教学进程表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作业 点名 期中考 期末考

目标一 C1 9 0 0 0

目标二 C6 9 0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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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三 C8 2 10 0 0

总计 20 10 20 50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次（或 6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0 年 9 月 4 日

系（部）审查意见：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2021年 09月 04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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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考勤，作业，线上测试
由作业(20 分)、考勤(10 分)等环节的成绩构成，百分制。作业迟交、缺交者当

次 0 分，最终取每次平均。考勤缺勤一次扣 2 分
30%

期中考试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百分制，卷面成绩 20%

期末考试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百分制，卷面成绩 50%

作业评分标准

由于本课程的内容较多，课堂上较难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练习，必须依靠课后布置作业来进行练习，本课程使用教师批改来进行评价，一般作

业的给分标准如下：

满分 100分：作答思路正确且答案正确

90-99分：大部份题目作答思路正确但但答案错误，整体只有计算上错误

76-89分：部份题目作答思路错误且但答案错误，或整体上有一半以上的题目做错

61-75分：题目作错较多且有些题目未完成ˎ缺题或部份题目没有过程

60分：作业过半以上只有答案而没有过程

0分：抄袭解答或上传他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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