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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stag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cance in summing up the math-
ematical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past and learning higher-level thinking and thinking.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educators have begun to 
combin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college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after many considerations,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mathematical problems with the help of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thinking. This paper takes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llege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skills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llege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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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数学是大学教育阶段的一门重要学科，其在总结既往所学数学知识、学习较高层次的思维与思想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相关教育工作者经多方考虑后，开始将大学数学以及统计学的课堂教学进行结合，以期培养学生借助统计学方法、
思维解决实际数学问题的能力。本文就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的一些异同点为切入点，对二者结合的技巧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
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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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数学是以几何法与代数法密切结合为基础发展起来

的一门学科，此种结合策略，最早可追溯至笛卡儿创建的解

析几何。与中学阶段的数学教学内容相比，大学数学具有高

度抽象性、广泛应用性以及严谨逻辑性等特征，这要求大学

数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帮助

学生进行具体对象的链接以及严谨的逻辑推理，并在不断学

习的过程中明确高等数学、统计学、线性代数相关知识的应

用价值，如将导数的基本概念与计算方法应用于曲线曲率等

参数的计算，或将其用来刻画加速度、密度等物理量。作为

当代大学生获取高等数学、基础统计学与线性代数相关理论

的根本途径以及进行后续深入学习、将大学数学知识应用于

生活实践的重要基础，大学数学的教学成效备受关注。

2 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的共通点

2.1 理论基础

在大学课堂的公共必修课中，大学数学始终占据着重要

地位，除部分文史类专业外，大学数学已经成为多个专业、

一大批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从大学生视角来看，大学数

学就像是学习历程中的路障，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挂科”

风险。大学数学学习难度较大的原因，一方面，数学理论体

系本身存在的抽象、枯燥特征，直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对数

学学习的积极性，而对于一些数学基础薄弱、中学阶段成绩

并不理想的学生，可能很容易在遇到难以理解的概念或者方

法后失去学习的信心；另一方面，大学数学以变量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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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抽象化，以掌握的数据为切入点，借助

相应的计算过程，探求实际问题的答案，这一过程中，要求

学生掌握一定的计算能力与抽象化能力，此种计算能力的要

求与中学阶段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差异。而统计学是以数据为

基础，通过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数据之中存在的一

些规律或者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从这一层面来看，统计学

与大学数学的理论基础存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以某一特定的

问题或者客观现象为基础，对其进行抽象化处理，使之变成

可参与计算的数据，并将其作为揭示结论、阐述发展规律的

重要依据。而在研究对象方面，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的研究对

象均带有明显的变量特征，换言之，二者有着“共通”的理

论基础。[1]

2.2 解题思路

让学生明确课程之间的联系，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将相

应学科的内容进行结合，是现阶段教学改进的重要议题。而

在实际环境中，大学数学的教学应当关注理论知识的学习与

理解、解题方法的掌握与运用、思维能力的培养等多方面因素，

确保学生能够通过相应的课程学习获得思维培养与能力提升

等方面的帮助。以解题方法的讲授为例，整个大学数学的学

习都是以数据为基础，运用现有的一些方法或者技巧，探究

各个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因所研究的实际问题的差异，这

一依赖关系可以体现为两个或者更多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或

者不等关系，也可以体现为多组数据之间的标准差、方差关系。

虽然各个课程的内容在课时的编排以及教材的编写等过程中

都进行了“区别性”处理，但就其解题思路来看，都需要以

合理的策略为基础，对各个变量或者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探

讨，尤其是期间使用的一些思想与方法，存有一定的规律性

与相似性。

3 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的差异

3.1 学科内容

从学科的教学内容来看，统计学是大学数学的重要组分，

虽然二者有相似的理论基础，但在学科内容上，其侧重点仍

然存有一定的差异。首先，统计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大量数

据之间的关联、规律，依据其研究方向的差异，统计学的内

容又可以划分为经济统计以及数理统计两个模块，前者可看

做数学领域统计学理论、方法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应用，而后

者则主要是数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其探讨的问题主要为

现象的分析、事件的统计以及概率的计算。而与之相比，高

等数学以及线性代数的教学侧重点明显不同。高等数学的教

学内容主要涵盖极限、微积分、向量代数、空间解析几何、

常微分方程等领域，与初等数学相比，其研究的对象以及

研究过程所采取的方法均存有一定的复杂性。一般认为，高

等数学是微积分学、较深层次的几何学与代数学及其较差内

容进行结合而诞生的一门基础学科。而线性代数的学习，旨

在让学生掌握行列式、矩阵等基本概念，掌握线性代数复杂

计算所必须的运算技能以及相应数学软件的应用方法。[2] 基

于上述分析，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在学科内容方面存在显著的

差异。

3.2 计算方式

除学科内容外，统计学与大学数学的计算方式也有着一

定的区别。首先，就大学数学的授课内容而言，其中涉及的

计算方法是多元化的，如极限计算的数种解题方法以及技巧，

分布讨论的解题策略，数形结合的思想，公式法与假设法的

应用等。与之相比，统计学的计算方法就显得较为单一，其

主要的计算过程是做好前期的数据采集、整理与汇总等工作，

在数据收集、整理完毕后，需要以固定的计算公式来寻求解

题的方法。而在新的背景之下，统计学方法与计算公式的应

用也开始面临更加复杂的境地，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以及工程

建设领域的统计问题的处理上，依靠单一的计算方式解决统

计问题，往往不能得到可靠、满意的答案，而整个解题过程

的效率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在统计分析相关知识的教学过

程中，应用多元化的计算方式，或者将相应的软件的学习嵌

入其中，是当下统计学教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4 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的结合

4.1 基于数形结合的统计分析

统计学是大学数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二者的

教学目标都需要落实到具体问题的解决措施之上。结合笔者

自身的工作经验来看，多数学生在学习统计学、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相关的概念、计算方法时，会将各个模块的内容的

学习过程、学习进度以及总结等作独立安排。[3] 这一现象的

存在，一方面，会使得学生忽视课程理论知识体系、思想与

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教师进行课程知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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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反馈。因此，在统计学课程中，将大

学数学的一些思想、方法进行渗透，以增强学生对课程知识

的内在联系的重视程度，是大学数学与统计学结合的一种可

行方案。

以数形结合思想为例，作为流传较为广泛的一种数学思

想，数形结合旨在通过数字与图形的合理结合，更加直观地

诠释数值的内在含义。不少教育工作者认为，以数形结合的

思想为基础，开展教学活动，能够有效改善教学内容的抽象

性以及学生学习兴趣、积极性之间的矛盾，并于一定程度上

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而教学实践中学生的反馈情况，也为

上述观点提供了有效的佐证。针对统计分析，不论是课堂教

学阶段的统计学问题，还是生活实际中具体的经济统计问题、

数理统计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的、繁琐的甚至是

毫无规律的数据，此类数据的处理，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此时，可行的一种技巧，是依据一定的策略对数据进行分类，

并以表格或者曲线图的形式，将数值的规律进行呈现，必要

时可嵌入相应的公式，辅助实现数据的处理。这一策略在经

济领域的一些关键指标的走势分析等具体问题中有着重要应

用，而其对统计分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及对统计问题解答的

固有优势，也为数形结合在统计学领域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

利条件。

4.2 基于估算的统计分析

从具体的问题入手进行考虑，统计问题的解决是以大量

数据的采集为基础，受到现实环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数据

的采集面临较大的困难，尤其是对于一些很难以具体的数值

反映实际问题的情况，数据采集的可靠性成为制约统计问题

处理质量以及统计学方法应用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数学

的思想中，以估算的形式处理一些难以具体化的问题，是一

种较为简单、适用的数学思想，而其对实际问题的处理价值

也在大量的数学计算中得到了验证，如圆弧长度的估算、极

限值的估算等。有鉴于此，在统计分析之中，可考虑将估算

思想与相应的估算策略应用于统计学数据的采集、前期处理

之中，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或者既往的相关数据进行合理的

估算，并将估算值代入相应的公式，得到最终的答案这一途径，

简化统计分析过程，提高统计学问题的解题效率。[4]

4.3 基于公式法的统计分析

在大学数学领域，公式法的应用可以算是整个数学学习

的灵魂与基础。而统计学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也少不了公式

的影子。换言之，统计分析本身就离不开公式法，而此处的

公式法，并不是既往统计分析中所采取的“代入公式”法，

而是以大学数学中的一些基本法则以及技巧，对公式本身进

行合理的变式，如整合或者拆分，以使得整个公式更加简单，

更加有利于对统计分析问题的快速处理。就统计分析的常用

公式来看，其中不乏计算复杂的式子，如调和平均数的计算

公式（见公式 1、2）以及大样本下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公式

等（见公式 3）。借助大学数学中公式的拆分、整合策略，

对公式进行相应的计算，并得出更加有利于大量数值计算的

公式变式，对统计学问题的处理、分析而言，是一种良好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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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样本总体均值区间估计（置信度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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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鉴于大学数学学习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不少学者、教

育工作者对其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模式的改进等进行了深

入探讨，并围绕各个课程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将统计学相关

理论、方法的学习渗透至整个大学数学教学活动之中的重要

尝试，从其效果来看，其在培养当代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提升其对相关统计学软件的应用技能的熟练度等方面

有着积极作用，而有效的结合策略，对学生数形结合思维、

估算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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