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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技术是高新技术的本质，数学语言是科学的基本语言，数学计算是科学
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数学是科学之王”。
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时，数学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社会进步程度和
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人才，对学生全面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数学教育不仅是专业技术教育，也是文化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理工类数学教育而言，既要重视其作为科学技术的基础作用，又要重视它作为文化基础的作用。
当前，各高校的教学改革方兴未艾，而教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是教学内容的改革，每门学科依照何种
体系，讲授哪些内容则体现在教材之中。
　　我们总结分析了近些年来数学教学的经验，按照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课程
改革计划》的总体要求，根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理工类本科《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及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拟定的数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参照教育部制定的全国
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大纲，同时认真吸取国内多种同类教材的优点，编写了这套系列教材，定名
为“大学数学”。
　　全套教材共分四册：微积分（上册）、微积分（下册）、线性代数及随机数学，包含了大学本科
非数学专业的主要数学课程，可作为理、工、农、医、经、管等专业的大学数学课程教材。
在编写中，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1.在“知识、能力、素质”三维空间的框架下，合
理选取内容，在保留必要的传统体系和经典内容的基础上，力图溶人现代数学的思想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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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是教学和教学实践总结的结晶，充分体现数学素质教育，注重教材内容的“新陈代谢”与现
代化，按照教育部相应课程的改革计划与基本要求，吸取同类教材的优点，编成这套教材，定名为《
大学数学》，可作为理、工、农、医、经、管等专业的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材。
    本书为《大学数学·随机数学》，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概率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数理
统计；第三部分为随机过程初步，每章有小结和复习题，书末附有习题答案或提示。
完成教学的70-9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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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事先可预言的，即在准确地重复某些条件下它的结果总是肯定的；或者根据它过去的状态，在
相同的条件下可以预言将来的发展，我们称这一类现象为确定性现象或必然现象。
例如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作等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必不会改变其运动状态，又如同性电荷相互排
斥，这些现象一定会出现。
早期的科学就是研究这一类现象的规律性，所应用的工具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
但人们还逐渐发现另一类现象，它的结果事先不可预言，即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试验，每次结果未
必相同，或虽知道过去的状况，但在相同的条件下未来的发展事先却不能肯定，这一类现象称之为不
确定性现象或偶然现象。
如抛一枚硬币，可能正面向上，也可能反面向上；新生儿童可能是男婴，也可能是女婴等都属于这一
类现象。
此类现象的特点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多种可能的结果，但事先不能预言会出现哪种结果。
如同确定性现象服从确定性的数量规律一样，不确定性现象也有规律可循，即对个别的不确定性现象
进行观察，它时而出现这种结果，时而出现那种结果，呈现出一种偶然性。
但对不确定性现象的大量重复观察，其结果都会呈现出某种固有的规律性，我们称其为统计规律性。
如掷均匀硬币，若只掷几次，其正反面出现的情况是随机的，若多次重复投掷，其正反面出现的次数
却几乎是相等的。
再如，个别气体分子热运动是纷乱无定向的，但作为大量气体分子对器壁不断碰撞的结果，气体的压
强是可以确定的等等，都是统计规律性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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