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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化背景下舰载机飞行学员的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顾丽娟　刘晓燕　李文彬

（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基础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1）

摘要：本文立足于实战化背景，针对舰载机飞行学员，在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中，教员就如何践行立德树人、为战育

人进行探索与实践，在课前、课中和课外多环节地中开展课程思政，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创新。这为大学数学类课程的“课

程思政”提供充足的教学素材，为实战化教学的进一步深入做出

探索。

关键词：概率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实战化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指出了军事教育鲜明的时代要求，明

确了强军指向，对加速推进军队院校实战化教学改革的提出了更

高要求。实战化教学是军队院校培养专业化、高素质新型军事的

根本保证。在此实战化背景下，军校教员如何全面深入有效地开

展课程思政，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强化对军校学员的政治引领，

强化学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学员军事素养，积极推进课程

思政的教学改革创新，是军校改革和转型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热点

问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舰载机飞行学员科学文化课程模

块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是舰载飞行力学与控制以及飞行事故

分析与防范等专业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我校飞行学员数学实践活

动——数学建模必备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大数据处理必备的基

础和解决工程应用问题所必备的数学工具。该课程内容丰富、思

想独特，是一门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数学学科，培养学员

学会用随机的思维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中遇

到的问题。

针对舰载机飞行学员，本文以实战化背景下如何践行概率与

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进行探索与实践，将思政的德育元素和实战

理念自然地融入到专业知识的讲授中，对学员加强军魂教育，强

化战斗精神，在课前、课中和课外多环节地中开展课程思政，积

极推进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创新，围绕实战搞教学、育人才，实

现立德树人、为战育人。

一、利用课前准备时间，结合时事政治引导学员励志学习、

精忠报国

由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内容多，课程难度大，融入思

政教育环节使得原本不充裕的课时更加紧张，教员充分利用课

前准备的十分钟时间，结合军校特点，从时事政治新闻和社会

热点话题出发，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员学

习的内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直面困难和勇于探索攻关的科学

品质。

（一）2021 年 2 月，为了服从全国大局，也为了广大学员的

健康安全，军校学员停止离校、就地过年。经过 7 天短暂的春节

就地休整后，刚刚熬过上学期考试周的舰载机飞行学员又迎来了

新学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第一课。上课之前十分钟，教员

对学员给予节日的问候和生活、学习上的关心，帮助学员疏导情绪，

消除疲惫感、失落感。教育学员留下就是奉献，在岗更是战斗。“就

地过年，就是命令，就是责任”的重要指示，更是人民军队勇担重任、

敢打硬仗、纪律严明、忠诚使命、令行禁止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

鼓励学员在新年伊始之际，静下心来提升自我，努力学习，再创

佳绩。

（二）由于体能训练任务重，舰载机飞行学员的学习时间紧迫，

没有充足时间巩固复习，重视程度不够，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

飞行学员很多后续专业课的先导课程，也是学习和解决军事随机

问题所必需的基本数学工具，教员反复强调概率统计课程的重要

性，学员体会不深刻。结合简短视频再强调概率统计课程的重要性，

引导学员学好数学基础课，一步一个脚印，将来才能在自己的专

业上有所建树，很大程度地鼓舞学员的学习士气，调动学员主动

学习，克服怵学心理。

（三）由于每日的早操训练强度较大，舰载机飞行学员上课

容易瞌睡，小部分学员对学习成绩要求不高，安于现状。利用时

事新闻向学员宣传边疆条件的艰苦，但边防战士们从不叫苦叫累，

无怨无悔，以大爱驻守着祖国边疆，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学习和

传承。鼓励学员克服各种学习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励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二、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军事案例，立德树人、为战育人

在教学过程中，以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目标指向，教员对教

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进行合理的梳理和设计，紧贴部队实际的需要，

查阅大量书籍与文献资料，挖掘和建设具有时代气息军事案例和

历史战例，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彰

显所学知识重在应用，从而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员自

主学习的意识和灵活运用知识体系解决现实军事问题的能力，提

高学员实战化的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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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的军事案例

知识点及例题 思政切入点与思政目标

1

射击问题：

新兵学员进行射击，设每次射击的命中率为 0.02，独立射击 400 次，

试求至少击中两次的概率？

计算结果为 0.9972，这个数很接近于 1，虽然新兵学员每次击中的

概率只有百分之一，但是如果学员独立射击次数增多，至少击中两

次的事件是可以肯定的。

小概率事件原理是概率论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很

广泛，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利用小概率原理警示学员居安思危，

克服麻痹思想，增强保密观念，严格保守军事秘密，深刻理解防

微杜渐的重要性，防止小概率事件转化为大概率事件，防止防失

密泄密现象的发生。

2

产品验收决策问题：

某型航空继电器中的热敏电阻，标准要求电阻值为 2.64KΩ。工厂

现有一批热敏电阻交付军方，并宣称该批产品符合标准。

现通过抽样 100 个热敏电阻，测得平均电阻值为 2.62KΩ，试问能

否接收该批热敏电阻？（热敏电阻值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保持在

0.08KΩ，α=0.05）

只有做到对发动机每一个零部件的质量严格要求，才能确保整体

质量水平的提高。作为军校学员，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既要

把握大节，又要管住小节，在每一件细微小事山锻造磨砺，在持

之以恒的淬炼中不断完善自己。

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都是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和总结反思磨砺出来

的，要想在生死一线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就要在日常工作中保持

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和培养出精益求精的专业能力。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需要配备一些维修工。若设备是否发生故障

是相互独立的，且每台设备发生故障的概率都是 0.01（每台设备发

生故障可由 1 人排除）。试求：

（1）若 1 名维修工负责维修 20 台设备，求设备发生故障而不能及

时维修的概率；

（2）若 3 人负责 80 台设备，求设备发生故障而不能及时维修的概率。

通过例题计算说明：第二种方案中，虽然每个人维护的任务加重，

但是由于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协作，工作效率反而有很大的提高。

因此，团结合作是部队工作中提高效率的有效手段，团结才能产

生力量，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团结合作也是个人成功和打赢未

来战争的需要。

3

假设检验问题：

由靶场长期实践得知，某种弹药初速 v~N（μ，σ2），σ=1.07m/s，标

准要求初速 v 不低于 350m/s，现有一批弹药，由试验获得初速 v 的

样本值为：

353.08  348.01 350.42 353.14  349.37  352.52  347.84 

问这批弹药的初速是否满足指标要求？（α=0.05=0.05）

在兵器试验中，数理统计学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试验中数

据处理的主要任务都是以数理统计为依据，尤其是统计学中的假

设检验理论是兵器试验中应用最多的统计工具之一。

在处理工作和解决困难时，不可以凭经验、靠猜想、拍脑门来决

定，应该扎扎实实地调查，严谨深入地分析，科学地做出决策。

作为未来战场上舰载机飞行员、指挥员和作战员，更应该追求极

致，追求精准，做事情更要精益求精。

三、课外开展军事数学建模，学科竞赛凸显全过程育人

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战领赛、以赛谋战、

为战育人”学科竞赛的新导向，以培养造就高素质创新型军事人

才为目标，教员在全校积极开展军事数学建模竞赛的全程辅导授

课和组织工作。军事建模辅导和竞赛过程是师生情感交流是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员凸显了师德风范和

实践育人，淡泊名利、不计报酬、言传身教，为学员树立起楷模

的形象，同时对学员大力弘扬勇于进取的爬坡精神和刻苦钻研、

严谨笃学的理念；学员学会用数学理论和建模方法破解军事问题，

养成了主动发现问题、积极研究分析问题的良好习惯，锤炼了军

事应用和创新思维能力，增强了学员之间的合作创新意识，打造

了军队重要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

在 2021 年《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中，教员对课程

思政进行初步探索与实践，应用军事教学案例、军事数学建模竞

赛，向实战靠拢，向打仗聚焦，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概率教学整

个过程中，课堂氛围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味，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发扬学员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意识。从作业情况、课堂讨论、课程

考核结果和竞赛成绩综合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实践证明，

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传授可以相互促进，取得相得益彰的育

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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