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 

一、基本信息（必填项） 

课程代码：【2100008】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国际贸易、金融、机制中美等】（注：机制中美专业为 3 学时，课程代码为 2100034,

在此大纲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内容，不再另外撰写大纲） 

课程性质：【通识教育基础课】 

开课院系：信息技术学院 

使用教材： 

主教材【工程数学概率论统计简明教程第二版 同济大学数学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辅助教材【工程数学概率论统计简明教程第二版习题解答】 

参考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 经管类 吴赣昌主编】 

参考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习题解答第四版 经管类 吴赣昌主编】 

参考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 】 

 

课程网站网址：http:/il.gench.edu-web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2100012（5）】【高等数学 2100014（4）】 

 

二、课程简介（必填项） 

此处概述课程的研究对象及课程在专业中的作用与地位，使学生对该课程有一个总体了解。

（300-400 字）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研究和探索客观世界随机现象规律的数学学科。它以随

机现象为研究对象，是数学的分支学科，在金融、保险、经济与企业管理、工农业生产、医

学、地质学、气象与自然灾害预报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以及功能强大的统计软件和数学软件的开发，这门学科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不仅形成了结

构宏大的理论，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教育管理部

门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门课程列为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  

本课程包括两部分：概率论部分和数理统计部分。概率论：是根据大量同类随机现象的

统计规律，对随机现象的出现某一结果的可能性作出一种客观的科学判断，并对这种出现的

可能性大小做出数量上的描述，比较这些可能性大小，研究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一套数学

理论和方法。本内容以具有不确定性的随机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和研究随机现象的统计

规律性为任务，主要研究随机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数理统计：是应用概率的理论来研究大量随机现象的规律性，对通过科学安排一定数量的试

验所得到的统计方法给出严格的理论证明，并判定各种方法应用的条件及方法、公式、结论

的可靠程度的局限性，使我们能从一组样本来判定是否能以相当大的概率来保证某一判断是

正确的。并可以控制发生错误的概率，通过对点估计、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等的研究，介绍

怎样去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带有随机性的数据，并对所考察的问题做出推断或预测，直



至为采取一定的决断和行动提供可靠依据和建议。 

 

 

三、选课建议（必填项） 

本课程适合工程管理及金融、会计、物流等专业在第二学年的必修课。 

 

 

 

四、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必填项）（预期学习成果要可测量/能够证明） 

课程预期学习成果必须写到指标点，只写三级编码即可。“课程目标”这列要写清楚细化的

预期学习成果，撰写时必须用适当的行为动词引导。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311 

1.能熟练掌握书中理

论知识和相关数学知

识去建立和解决实践

中的数学模型 

课堂教学 期末考试

和大学生

数学建模

竞赛 

2.能运用统计分析方

法结合本专业经济学

原理以及相关的专业

知识去了解市场经济

的运行机制与国际市

场动态，有进行国际

国内经济调查、经济

分析、实际操作的能

力 

实习教学 工作现场

评估 

3.具有在外经贸部

门、三资企业、外向

型企业等单位从事外

贸业务操作、管理等

方面能力 

实习教学 工作现场

评估 

3 LO711 1.了解祖国优秀传统

文化和革命历史，构

建爱党爱国的理想信

念 

课堂教学 平时表现 

2.富于爱心，懂得感

恩，具备助人为乐的

品质 

课堂教学 平时表现 



 

 

 

五、课程内容（必填项） 

第一章 随机事件 

知道样本空间的概念，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运用和分析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样本空间，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第二章 事件及其概率  

知道事件概率的概念，概率的公理化定义；理解概率的古典定义，会计算简单的古典概率； 

理解概率的几何定义，并会用以求简单事件的概率；运用和分析概率的性质，并能用这些

性质进行概率计算。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古典概率，几何概率，概率的性质及其应用。 

第三章 条件概率与事件的独立性 

理解条件概率与事件的独立性的概念；理解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Bayes)公式，并学会运算

和计算；理解贝努里概型的概念；运用和分析概率的乘法定理；运用和分析贝努里概型和二项概

率的计算方法。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条件概率，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Bayes）公式和二项概率

公式.。 

第四章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弄清随机变量、分布函数和随机事件的关系；理解离散型随机变

量及其分布律的定义、性质，会求基本的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和分布函数，并能由分布律和

分布函数求有关事件的概率；理解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密度的定义、性质，能由已知连续型

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求它的分布函数，反之，由已知它的分布函数会求它的分布密度，会求有关

事件概率；运用和分析 0—1 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均匀分布、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分布函数，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几

种常见分布中的二项分布和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第五章 二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理解二维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的概念和性质；理解二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二维连续型

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的概念和性质，并会求有关事件的概率；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与联

合分布的关系；、理解随机变量独立性的概念，会应用随机变量的独立性进行概率计算；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边缘分布，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第六章 随机变量的函数及其分布 

理解随机变量的函数概念；运用和分析从一维随机变量的分布导出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会

求简单的二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一维随机变量的函数及其分布，二维随机变量的函数及其分布。 

 

第七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理解数学期望、方差的概念，掌握它们的性质和计算；运用和分析 0—1 分布、二项分布、

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的数学期望与方差；知道协方差与相关系数的概念；知道中心极限定理的条

件与结论，会用德莫佛—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数学期望与方差，中心极限定理。 

综合以上各章节知识，形成一个新的知识整体，自己归纳出公式和规律。并对自己或别人的

论文，观点，研究报告进行价值评价，这是最高的认知学习结果。 

 

六、自主学习（必填项） 

自主学习包含：指定的课外扩展阅读、预习任务、教师指导下的小组项目（任务）等。 

序号 内容 
预计学生学习

时数 

检查方式 

1 指定课外扩展阅读（必

选项） 

统计学理论、三个

抽样分布、点估计、区

间估计、假设检验 

10 作业测评 

2 预习任务 每章节的基本概念定

理及简单应用 8 提问 

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项目 （具体内容）   

4 ……… （具体内容）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选填，适用于课内实验） 

列出课程实验的名称、学时数、实验类型（演示型、验证型、设计型、综合型）及每个实

验的内容简述。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七、实践环节各阶段名称及基本要求（选填，适用于集中实践、实习、毕业

设计等） 

列出实践环节各阶段的名称、实践的天数或周数及每个阶段的内容简述。 

序号 各阶段名称 实践主要内容 天数/周数 备注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必填项）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 次，无论是“1”、

还是“X”，都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少

采用纸笔测试，较多采用表现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

小组项目报告、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

卷考、工作现场评估、自我评估、同辈评估等等。一般课外扩展阅读的检查评价应该成为“X”

中的一部分。 

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 的内容、次数及比例。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期末考试 50% 

X1 作业 1 10% 

X2 作业 2 10% 

X3 平时表现 30% 

   

   



 

撰写人：肖彤                  系主任审核签名：王美娟 

审核时间：2017/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