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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硬用”为应用—关于中心极限定理教学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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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概率统计教学中，只是一味的强调将所授的定理、公式、模型等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去，但往往是将这
些知识生搬硬套。以熟练的使用统计思维分析问题为基础，自然的将定理融入到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为核心，变“硬用”为应用，并
给出中心极限定理方面的实例，为概率统计教学提供一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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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of Central Limit Theorem 

--turn apply mechanically into a flexible application 

Zhang fu e¹   Jiang qi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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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only emphas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ems, formulas and model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but these knowledge are often copied mechanically. We use the statistical thinking to analyze problems as the basis, and 

naturally integrate the theorems into the analysis process, and change the "hard use" into the application. We also give examples of the central 

limit theorem, which will provide some new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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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一门数学

学科，也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学科，其重点是如何灵活
的应用所学的概率统计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但真实的情况是
大部分学生将诸如定理、公式、模型一类的东西去生搬硬套，
通过题海战术去去掌握这些知识，目的也是为了应付考试，丝
毫体会不到教学过程中的数学之美和成功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
喜悦感。揪其原因，一方面，数学学科本身的严密性和逻辑性
使学生不能理解所讲知识的真正内涵，只是浮于表面；另一方
面，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直观、无序”的阶段，
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统计思维；再一方面，学生应用统计思维去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不强。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以中心
极限定理为例，给出一些教学方面新的思考。 

一、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构建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学习概率统计的过程中，对一些基本的定义、定理、性

质只是机械的记忆，没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对一些解决基本问
题的思维方式也得不到重视，而这些正是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
基础。 

1. 进一步理解基础知识，形成网状知识结构 
学生在学习一些基本的概念、定理、性质、模型时，通常

是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的孤立知识点，最终形成的也只是一个点
状的知识结构，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整体性、关联性的网状知
识结构。在学习时，应该充分了解这些知识点的来龙去脉，理
解其蕴含的深层次的东西，探讨其在整个知识体系结构所在的
位置及与其它知识点的关联性，努力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并不
断扩大的网状知识结构体系。 

2. 重视基本的思维方式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不是用理性的思维和严密

的逻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靠直觉去解决问题，成功
的解决完一个问题后讲不清楚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不了
的问题也不知道障碍点在哪，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无序的、
混乱的。揪其原因，学生对一些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没有
理解透彻，也就没有办法以此为基础拓展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重视基本的思维方式，将是整
个学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二、将 Lindeberg-Lévy 中心极限定理自然的融入到分析问题

的过程中去 
在学习完一个新的知识点后，学生往往迫不及待想运用新

知识去解决问题，但这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分析某
个问题之前，学生下意识的认为这个知识点一定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或者在分析问题之前就决定用这个知识点去解决问题，
这无形中就将思维给束缚住了，不利于我们解决问题。在分析
问题之前，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去设想在接下来可能会用到哪
些知识点去解决问题，但最好不要认为在解决问题时一定会用
到这些知识点，需要用到的知识点应该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逐
渐体现出来。对于 Lindeberg-Lévy 中心极限定理，我们应该将
其自然的融入到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去，而不是“硬用”它去解
决问题。 

三、实例分析 
例 1：一个学生而言, 来参加家长会的家长人数是一个随机

变量。设一个学生无家长、1 名家长、 2 名家长来参加会议的
概率分别为 0.05，0.8，0.15。若学校共有 400 名学生, 设各学生
参加会议的家长数相互独立, 且服从同一分布。求参加会议的家
长数超过 450 的概率。 

分析问题：第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求概率的问
题，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合适的随机变量，用统计学的语言将
所求的问题表述出来。根据题意，定义随机变量 X ：参加会议
的家长人数，问题表述为： ( )450P X > 。 

第 二 步 ： 在 一 个 纯 统 计 学 或 数 学 的 环 境 下 求 解

( )450P X > ，根据关于随机变量在某个范围求概率的基本
思维方式，首先考虑 X 的类型，既是离散性还是连续型。通过
我们给出的 X 的定义可知 X 为离散性随机变量；然后确定
X 的分布率，可有几种思路：一是探讨是否为常见的几类离散

性随机变量，二是根据所给信息自行建立其分布率，三是重新
定义新的随机变量，通过探讨，这些思路都行不通。 

第三步：运用已有的知识体系没有办法确定所定义随机变
量 X 的精确分布，退而求其次，可以考虑研究其近似分布，而
涉及到这方面问题的典型定理为 Lindeberg-Lévy 中心极限定
理，根据其适用条件，可将 X 分解成以下的形式： 

1 2 400X X X X= + +L  

（下转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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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81 页） 

( )1,2, , 400iX i = L ：第 i 位同学参加家长会家长的人数， iX

独立且服从相同的分布，且其分布率为   

15.08.005.0

210i

p

X
， 

可以确定， X 近似的服从正态分布。 
第四步：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在某个范围求概率，需要首

先转化为标准整体分布在某个范围内求概率，然后转化为标准
正态分布函数的形式，最后通过查正态分布表得到答案。 

解：令 ( )1,2, , 400iX i = L ：第 i 位同学参加家长会家长的人

数，且其分布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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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X  

可得 ( ) ( ) ( )1.1, 0.19 1,2, , 400i iE X D X i= = = L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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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参加会议的家长人数，则  

X 近似的服从正态分布 ( )1.1 400,0.19 400N ´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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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毕。 
四、总结 
很多大学生在概率统计的学习过程中还保留着中学的学习

习惯，只追求得到正确结果，不注重分析问题的过程，更谈不
上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结果就是只会生搬硬套
书上的公式、定理、模型。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使用逻辑思维
去分析问题，真正的将所学知识灵活的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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