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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主要从学生角度剖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

难点内容，学生在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过程中，认

为这门课程计算量较大并且不易理解，尤其是教师在讲授全概率

公式、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假设检验等内容时，既不好理

解，又容易出错。而对于教师而言，多数教师认为讲授《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课时较少，不能合理地分配好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两部分地讲授时间，多数学生在学习统计部分内容

时，表现出听不懂、学不懂等状态，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讲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我利用课下时间与学生进行

交谈，总结学生容易出错的几部分内容。本篇文章主要从全概率

公式、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和假设检验三部分内容，剖析学生学

不懂、易出错的原因，从而帮助教师高效的讲授这三方面的内容，

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

1　全概率公式

1.1剖析学生学习全概率公式的困难之处

学生在学习全概率公式时，能熟练掌握全概率的公式的内容，

常常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样本空间的划分，学生在利用全概率公

式求解相关事件的概率时，对于较为复杂的事件，样本空间的划

分存在困难，不知道如何划分该样本空间，极少数同学将全概率

公式与多个事件的和事件公式搞混，如下述两个例题：

例1由以往的临床记录，某种诊断癌症的试验具有如下效果：

被诊断者患有癌症，试验反应为阳性的概率为0.95；被诊断者未

患有癌症，试验反应为阴性的概率为0.98.现对自然人群进行普

查，设被实验的人群中患有癌症的概率为0.005，求：已知试验反

应为阳性，该被诊断者确有患癌症的概率？

分析：该例题研究自然人群中试验反应为阳性，该被诊断者

患有癌症的概率，自然人群中分为患有癌症和未患有癌症两类，

同时根据试验反应的结果，也可以将自然人分为试验反应为阳性

和阴性两类，因此，针对本题目的研究对象自然人而言就有两种

不同的划分方式。利用全概率公式求解复杂事件的概率时，最重

要的环节就是样本空间的划分，合适的划分是求解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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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题将自然人群按照是否患有癌症进行划分求解事件的概率。

具体分析情况如下表：

解：设 A 表示“患有癌症”，A 表示“没有患有癌症”，B

表 示 “ 试 验 反 应 为 阳 性 ”， 则 由 条 件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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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就是将自然人群按照试验反应的

结果去划分。样本空间的划分依据要结合事件的实际情况和题目

中所给的已知条件，而不是我们主观地划分样本空间，这样会增

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例 23 人独立地破译一个密码，他们能破译的概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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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将此密码破译出的概率？

分析：该例题研究的是密码被破译，密码破译包含的情况很

多，可以是一人破译密码、两人破译密码，也可以是三人都破译

了密码，而题中只给出了三人能破破密码的概率，因此这道题采

用三个事件的和事件公式来求最为准确，具体解法如下：

解：设这三个人分别为甲、乙、丙，设A表示“密码由甲破

译”，B表示“密码由乙破译”，C表示“密码由丙破译”则由已知

条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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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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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

( ) ( ) ( ) ( ) ( ) ,
5
3

11 =-=-=ÈÈ CPBPAPCBAPCBAP

注意：极少数的学生将题意弄错认为所求的密码破译是指三

个人有且只有一个人破译成功，因此选择全概率来求解此题。

1.2教师讲授全概率公式的过程

教师在讲授全概率公式时，要注意引导学生，样本空间的

划分要结合求解的题目，在求解问题之前要学会分析题目的含

义，将题目数学化，弄清楚所求事件与条件之间的关系，如果

这道题采用全概率公式求解，一定要弄清楚如何划分样本空间，

可以在求解问题之前将样本空间列出来，找寻求解事件、已知

条件和样本空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样本空间划分依据，再利用

全概率公式求解相关问题。

2　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

2.1剖析学生学习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的困难之处

在讲授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之前，学生已经熟练掌握函数的

相关知识，随机变量是指将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与数集中的数相

对应，学生可以将随机变量类比成函数，但描述随机变量的分

布情况的分布函数多数学生认为抽象、不易理解，容易出现问

题的地方在于，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的性质，利用随机变量的分

布函数的性质判断该函数是否是某一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利用

分布函数求事件的概率等，学生对这些知识点掌握情况较差，

多数学生看到相关问题直接跳过，不去求解。

2.2教师讲授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的过程

教师在讲授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及其性质时，应该从“集合”

的角度让学生去理解新的知识，概率论中事件的实质就是样本空

间的子集，随机事件的分布函数就是求解事件{ }xX £ 所发生的

概率，（其中X表示随机变量，x表示任意实数），很多学生对随机

变量分布函数的定义内容不理解，弄不清楚这个函数和随机变量

之间的关系，教师在讲授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定义时，可以结合

学生已有的函数的相关知识介绍分布函数，随后再来说明分布函

数与随机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介绍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的性质，

介绍分布函数的性质可以采用具体例题的分布函数的图像来介绍，

函数图像直观、易于理解。

3　假设检验

3.1剖析学生学习假设检验的困难之处

学生在学习假设检验这一章的内容时，处于一个听不懂、

不愿意听的时期，多数学生认为这一章的内容较为困难，不知

道什么是假设检验，也不清楚假设检验的用途。自从学生进入

统计阶段内容的学习，多数学生出现不愿意听，不想学，学不

懂等课堂状态，认为统计这部分内容太过抽象，不容易理解，

由于课时安排较少，多数学生认为这一章节内容不重要，不是

我们考试的重点，从而忽略了这一章内容的学习。假设检验就

相当于我们高中所讲授的反证法一样，多数学生使用反证法证明

习题就是“照葫芦画瓢”，没有真正弄明白它的求解思路和表

达的含义，假设检验也一样，多数学生知道参数的假设检验有

五个步骤，能按照步骤来求解相关分布的参数的假设检验问题，

但不清楚每一步的含义与用途；少部分学生根据题意不清楚应选

择哪一种分布、哪一种参数的假设检验问题。因此，假设检验

这一章成为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难点，但这一章内容

是统计学部分的重点内容，为了增加学生在这一章内容上的积极

性，教师应该从学生容易理解的“小概率事件”入手。

3.2教师讲授假设检验的过程

教师在讲授参数的假设检验这一章内容时，应该从小概率事

件入手，我们都知道概率的大小反应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小概率事件是指在一次随机试验中，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但

不是不会发生，只是发生的几率较小而已，这些学生很容易理

解，教师要引导学生区别好不可能事件和小概率事件的差异。

学生弄清楚小概率事件以后，我们结合已有的数据，来验证此

事件在所给的数据中是否会发生，如果所给的数据使得小概率事

件一次就发生，我们就认为我们所假设的参数不正确，反之，

亦然。从小概率事件的角度理解参数的假设检验，学生容易理

解、容易操作，并且知道我们是用已经给出的数据来验证我们

的猜想是否正确，如果数据使得小概率事件发生，我们就认为

我们所假设的参数是错误的，如果所给的数据使得小概率事件，

没有发生，我们只能判断我们所假设的参数不一定错误，这就

是假设检验的思路，用小概率事件可以帮助学生较好、较快地

理解假设检验的相关内容。

4　总结

因此，教师在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内容时，

要注意规划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两部分的授课时间，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数学学科，概率论侧重于随机

现象规律的总结，而数理统计侧重于随机现象的演绎过程。教

师在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应注重引导学生，从

学生已有的知识出发，用旧的知识引出新的知识，帮助学生建

立知识体系，而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要培养学生形成知识网、

知识面。

本篇文章，从学生的角度考察、剖析学生对全概率公式、

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和假设检验三方面失分严重的原因，帮助教

师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出发，更高效的讲解这三方面的内容，从

而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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