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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过去6年多了。
连同试用阶段在内，第一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教授了10届数学类本科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
　　10年的时光虽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世事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曾几何时，概率统计的内容悄然进入了中国的中学，甚至是小学的课堂。
别看小孩子们乳臭未干，问起“概率、随机事件、古典概型”之类，他们都能给你说上一大套，更别
说高中生了。
概率统计的内容早已成为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模块，并且也是高考中的重点内容，通常除有一道大
题之外还会有两道小题。
学生们不但学过古典概型，还学过几何概型；不但学过随机变量，还了解只取有限个值的随机变量的
分布列，以及它们的均值、方差等概念。
我们的教学对象已经不是早年间的白纸一张了。
　　新形势带来新任务，对本科生概率论的教学不能再以零为起点了，如何写出与形势相适应的教材
已成为眼下的重要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的一流重点大学，培养的是科研型人才，如何让学生从现有的水平出发
，扬帆远征，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要花大力气来解决的课题。
　　如何帮助学生摆脱等可能性的束缚，如何让他们从直观理解过渡到理性认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要任务。
如今的中学教育多强调直观性，相对削弱理性推导的训练，采用所谓模块式的教学，造成一部分学生
只会生硬地沿用“套路”，甚至少数高考中的“高分学生除了习惯性地机械套用公式之外，几乎什么
都不想，从未问过公式从何而来。
针对这种情况，除了需要强调系统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之外，还要从头培养他们敢于独立思考、善于独
立思考的精神与习惯，教会他们从思考中学习解题、从解题中学习思考的态度与方法。
研究型大学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如果连独立解题都不敢，还能谈创新吗？
　　除了满足本科生的教学需求之外，本书还兼顾研究生入学考试复习的需要，所以仍然保留了第一
版中的主要内容。
鉴于中学数学教育在概率统计方面已经投放了大量的课时，而且在古典概型方面做过大量的练习，所
以在第1章有关内容的处理上可以采用灵活态度。
例如，可以跳过1.1节、1.2节和1.5节不讲，对于1.3节可以略讲（着重讲解事件运算与集合运算在概念
上的对应关系，上、下极限事件的概念，以及运算法则中的对偶原理），对于1.4节，则应根据学生的
情况来决定详讲还是略讲；至于1.6节，则既不必渲染，也不必回避，可以讲一讲零概率事件与不可能
事件的关系、概率为1的事件与必然事件的关系，在介绍Bertrand奇论的基础上突出公理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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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类本科生的“概率论”教材，既保留了第一版中原有的基本内容：初等
概率论、随机变量、数字特征与特征函数、极限定理等，又根据我国当前教育的特点调整了部分内容
和叙述方式。
    本书是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汇编成册的，此次的修改也是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完成的
。
本书内容丰富、叙述严谨、深入浅出，既以生动浅显的方式说明了概率论中许多基本概念的直观意义
，又以严密的数学形式陈述了这些概念的数学本质，尤其是针对目前中学教育过于削弱理性推导训练
的软肋，突出强调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
书中还附有许多有趣的例题和大量的习题，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掌握概率论的基础知识。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数学类师生阅读参考，也可供其他专业人士进一步学习概率论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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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率论是一门研究随机现象中的数量规律的数学学科，随机现象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
。
抛掷一枚硬币，可能出现正面，也可能出现反面；抛掷一枚骰子，可能出现1，2，⋯，6点；110报警
台一天中说不定会接到多少次报警电话等。
在这些现象中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结果出现，并且事前人们无法知道究竟会出现哪一种结果。
这类现象被称为随机现象，意即其结果随机遇而定的现象。
　　研究随机现象中的数量规律对于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界，有效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重
要。
人类的寿命长短、基因的遗传和变异规律、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规律；自然界中的气候变化规律、
河流的流量变化规律、鱼的洄游规律；经济活动中股票价格的涨落、市场需求的变化、资金回报率的
变动、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都是需要加以研究的，而它们无一不是随机现象中的数量规律
。
　　概率论正是为了研究随机现象中的数量规律而产生出的一门数学学科，并且随着这种研究需求的
推动而不断发展着。
可以说，概率论是当前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也是最为活跃的数学学科之一。
　　在随机现象中，虽然不能事先预言所可能出现的具体结果，但是可以认为“所有可能的结果”是
已知的。
例如，抛掷硬币的所有结果只有两个：正面和反面：母兔下崽的只数一定是正整数；110报警台一天内
接到的报警次数一定是非负整数；股票价格的涨跌幅度充其量可认为是任意实数等。
　　为了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规律，人们需要进行观察或安排试验。
例如，为了研究射击中的规律，可以让射手去射击；为了检验骰子是否均匀，可以实际地反复投掷等
。
但是，为了研究110报警台接到的报警次数的变化规律，为了研究长江流量规律等，就只能进行观察。
无论是观察还是试验，目的都是为了了解相应随机现象中所可能出现的所有不同结果及其发生规律，
所以把这类观察或试验统称为统计试验。
也就是说，统计试验就是了解随机现象所可能发生的所有不同结果及其发生规律而进行的试验或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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