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概率论实验心得(优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概率论实验心得篇一

这学期我们开设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实验课。我们都对这门课
很感兴趣，因为计算机普遍的应用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同时也在这个信息时代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的第一次实验课时做双绞线，也就是我们平时上网用的
网线，我们高兴极了，所有同学都是那么的认真。前面在理
论课上老师已经给我们讲解了必备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实验
课上老师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实验规则，并给我们做了示范，
看起来挺简单的。很快我们也就拿着工具和材料开始做起来
了，看似简单的实验做起来却平平出错，不是把网线的顺序
排错就是把水晶头弄坏，不过还是有同学是顺利完成了的。

在整个实验中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实验的成与败并不重要，
当然当我们成功的完成实验的时候，那也是一份难得的快乐!
不过大部分同学还是出错了，所以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我们
应该尽量减少操作的盲目性提高实验效率的保证，不要过于
着急。实验中我就是范了一个很傻的错误，我把线接反了，
导致报废了以个水晶头，这应该是不认真导致的后果，在这
个实验中需要的是我们认真严谨、大胆、自信，还有团队合
作精神。

习惯很重要，它们将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生活中的我们常常粗心大意，胆小，有一些自卑，没有
目标，我们在盲目的过着每一天，这就是现在的我们，二十



岁的我们还像个长大的孩子，对于我们曾经的梦想却无从下
手，我们无奈的挣扎在生命的每一天里。

这次实验我们受益匪浅，不求以后能有多大的改进，只求自
己能坚持每天都在进步，哪怕一点点就好。同时也希望能在
今后的课程中学到更多，熟练地掌握所学的知识，并应用于
日常生活当中。

概率论实验心得篇二

经历了四周共八个学时的焊接学基础实验，我觉得自己学到
了很多东西，虽然大二的时候自己也在金工实习的时候学过
电焊，但是那时候自己对焊接原理是完全不了解，到现在基
本学习完了焊接学基础的理论教学再来做实验的我感觉轻松
了，因为我懂得了很多焊接学的原理。也知道了焊接不只是
电焊，另外还有气焊等等。

这四周的焊接学实验我们总的来说学习了气焊和电焊，气焊
中也分了对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的焊接，我们在焊接过
程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对于高中低碳钢的难易明显不同!

有一次课程我们学习的是铸铁的焊接，对于铸铁的流动性也
明显可以感受到比较差!每次体验实验之前老师总是给我们介
绍实验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实验内容!通过老师的介绍和之后
亲身的体验可以说我们对于每次实验的内容都有很好的理解
和体会。

对于这次的电焊实验我的记忆尤其深刻，因为在试验过程中
我出现了很多问题，老师总会给我详细解释出现问题的原因
和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比如有一次的试验内容是薄板钢
的对接。两块薄薄的钢板，我很认真的摆放在试验板上焊接，
我本以为这是最简单的焊接了，但是结果却不如意，当我用
平焊的方式把这两块钢板焊接完以后才发现焊接后的钢板出



现了严重的变形，原本平的钢板变得翘起来了!而且由于焊接
技术不好使得焊缝很不平整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焊穿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焊接产品我真是无地自容!但是老师给我详细解释
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比如钢板翘起来了是因为焊接过程
中的散热不均匀，这些现象可以用经验解决。对于焊穿的那
个窟窿老师握着我的手一点一点的把它填上了，老师告诉我
这是由于汉弧太短以及焊接速度太慢造成的!他还鼓励我别灰
心，我特感动!

我十分懊恼自己有一身的理论知识却还是焊接处这么差的效
果，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实验是很必要的，对于我们这些学了
很多理论知识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它使得我们看到了
自己的差距和经验的不足，以后需要勤奋的学习的同时多注
重实际的运用，这样才应该是全面实际的应用型人才!

这次的实验一共做了三个，包括：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
半桥、全桥比较;回转机构振动测量及谱分析;悬臂梁一阶固
有频率及阻尼系数测试。各有特点。

通过这次实验，我大开眼界，因为这次实验特别是回转机构
振动测量及谱分析和悬臂梁一阶固有频率及阻尼系数测试，
需要用软件编程，并且用电脑显示输出。可以说是半自动化。
因此在实验过程中我受易非浅：它让我深刻体会到实验前的
理论知识准备，也就是要事前了解将要做的实验的有关质料，
如：实验要求，实验内容，实验步骤，最重要的是要记录什
么数据和怎样做数据处理，等等。虽然做实验时，指导老师
会讲解一下实验步骤和怎样记录数据，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一
些基础知识，那时是很难作得下去的，惟有胡乱按老师指使
做，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

在这次实验中，我学到很多东西，加强了我的动手能力，并
且培养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特别是在做实验报告时，因为
在做数据处理时出现很多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将会很难
的继续下去。例如：数据处理时，遇到要进行数据获取，这



就要求懂得labview软件一些基本操作;还有画图时，也要用
软件画图，这也要求懂得excel软件的插入图表命令。并且在
做回转机构振动测量及谱分析实验，获取数据时，注意读取
波形要改变采样频率，等等。当然不只学到了这些，这里我
就不多说了。

还有动手这次实验，使测试技术这门课的一些理论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更加深刻了我对测试技术这门课的认识，巩固了
我的理论知识。

不过这次实验虽好，但是我认为它安排的时间不是很好，还
有测试技术考试时间，因为这些时间安排与我们的课程设计
时间有冲突，使我不能专心于任一项，结果不能保证每一个
项目质量，所以如果有什么出错请指出!

这个学期我们学习了测试技术这门课程，它是一门综合应用
相关课程的知识和内容来解决科研、生产、国防建设乃至人
类生活所面临的测试问题的课程，测试技术是测量和实验的
技术，涉及到测试方法的分类和选择，传感器的选择、标定、
安装及信号获取，信号调理、变换、信号分析和特征识别、
诊断等，涉及到测试系统静动态性能、测试动力学方面的考
虑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涉及到计算机技术基础和基
于labview的虚拟测试技术的运用等。

课程知识的实用性很强，因此实验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做
了金属箔式应变片：单臂、半桥、全桥比较, 回转机构振动
测量及谱分析, 悬臂梁一阶固有频率及阻尼系数测试三个实
验。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由于自己的理论知识基础不好，
在实验过程遇到了许多的难题，也使我感到理论知识的重要
性。但是我并没有气垒，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自己看书，独
立思考，最终解决问题，从而也就加深我对课本理论知识的
理解，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概率论实验心得篇三

每一次课程设计度让我学到了在平时课堂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对每一次课程设计的机会都非常珍惜。不一定我的课
程设计能够完成得有多么完美，但是我总是很投入的去研究
去学习。所以在这两周的课设中，熬了2个通宵，生物钟也严
重错乱了。但是每完成一个任务我都兴奋不已。一开始任务
是任务，到后面任务就成了自己的作品了。总体而言我的课
设算是达到了老师的基本要求。总结一下有以下的体会。

1、网络真的很强大，用在学习上将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助手。
几乎所有的资料都能够在网上找到。从linux虚拟机的安装，
到linux的各种基本命令操作，再到gtk的图形函数，最后到文
件系统的详细解析。这些都能在网上找到。也因为这样，整
个课程设计下来，我浏览的相关网页已经超过了100个（不完
全统计）。当然网上的东西很乱很杂，自己要能够学会筛眩
不能决定对或错的，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尝试。就拿第
二个实验来说，编译内核有很多项小操作，这些小操作错了
一项就可能会导致编译的失败，而这又是非常要花时间的，
我用的虚拟机，编译一次接近3小时。所以要非常的谨慎，尽
量少出差错，节省时间。多找个几个参照资料，相互比较，
慢慢研究，最后才能事半功倍。

2、同学间的讨论，这是很重要的。老师毕竟比较忙。对于课
程设计最大的讨论伴侣应该是同学了。能和学长学姐讨论当
然再好不过了，没有这个机会的话，和自己班上同学讨论也
是能够受益匪浅的。大家都在研究同样的问题，讨论起来，
更能够把思路理清楚，相互帮助，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3、敢于攻坚，越是难的问题，越是要有挑战的心理。这样就
能够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当然这也是不提倡熬夜的，毕竟
有了精力才能够打持久战。但是做课设一定要有状态，能够
在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想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你不成功
都难。



4、最好在做课设的过程中能够有记录的习惯，这样在写实验
报告时能够比较完整的回忆起中间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当
时我遇到我以前从未遇到的段错误的问题，让我都不知道从
何下手。在经过大量的资料查阅之后，我对段错误有了一定
的了解，并且能够用相应的办法来解决。

在编程中以下几类做法容易导致段错误,基本是是错误地使用
指针引起的

3）其他

例如：

1.利用gdb逐步查找段错误:

2.分析core文件

3.段错误时启动调试:

4.利用backtrace和objdump进行分析:

总而言之，对待课设要像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不要当作任
务来完成。

概率论实验心得篇四

“大量读写双轨运行“教学实验是针对传统的“课堂中心”、
“课本中心”、“教师中心”的“单轨”教学的种种弊端提
出来的，它以素质教育为出发点，以“限时、大量、低耗、
高效”为原则，以大量听、说、读、写为前提，构建“双
轨”教学的运行机制，从而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
主动发展，建立起了一般学校的一般教师在一般条件下对一
般学生可实行的有效的教学规范和“双轨”教学体系，大面
积大幅度地提高了语文教学质量。



把语文教学时间一分为二：以不多于4/5的时间用于课堂教学，
强化“双基”，抓根固本，完成教材规定的基本教学任务，
此为第一条轨。用不少于1/5的时间设自由读写课，学生自选
教材进行自由读写，加强学生的语文实践活动，扩大学生的
智力背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此为第二条轨。第一条轨
以本为本，实行“我教你学”，从教到学再到做；第二条轨
自由读写，实行“你学我教”，从做到学再到教。两轨同时
运转，有机结合，形成缺陷相克，优势相生，依次推进，循
环往复，形成“双轨”并行的运行机制。

四是看、说、写训练，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身边事物和生活，
观察图片等，将观察到的东西说出来，然后在说的基础上写
下来；五是音像阅读训练，让学生每两周观看一部爱国主义
影片，把看到的想到的说出来，然后写下来，能写多少就写
多少。

1、是每天利用晨会时间进行口语交际训练，只要是学生看到
的都可以说。可以是好人好事，班级的不良行为，国家大事，
奇闻异事等。

2、坚持每天写日记并择优全班交流。

4、是读、说、写，让学生自己阅读，把自己的收获、体会再
写下来。

1、由于班级人数多，学生的日记没有逐一的点评，少部分同
学的只能靠同学自评自批。

2、班级同学语文基础参差不齐，实验的进展步履维艰。3、
学校图书室藏书有限，学生的课外阅读量难以保证。

4、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试验中很多困惑还在不断摸索中。通
过两年的试验，我班同学的语文素养有了明显的提高，大部
分同学能用书面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作文中也有



了真情实感。以上是我在本次课题实验的点滴心得，不妥之
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概率论实验心得篇五

化学知识的实用性很强，因此实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学生做实验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样就要
有充分的准备，若是做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实验，那么做了
也是白做。实验总是与课本知识相 关的 在实验过程中，我
们应该尽量减少操作的盲目性提高实验效率的保证，有的人
一开始就赶着做，结果却越做越忙，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在
做实验时，开始没有认真吃 透实验步骤，忙着连接实验仪器、
添加药品，结果实验失败，最后只好找其他同学帮忙。 特别
是在做实验报告时，因为实验现象出现很多问题，如果不解
决的话，将会很难的继续下去，对于思考题，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互相讨论，请教老师。

我们做实验不要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应该有改良创新的精
神。实际上，在弄懂了实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时间是充
分的，做实验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如果说创新对于我们来说
是件难事，那改良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做金属铜与浓
硫酸反应的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自制装置将实验改进。

在实验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这种能力的前题是学生对每次实验的态度。如果学生在
实验这方面很随便，等老师教怎么做，拿同学的报告去抄，
尽管学生的成绩会很高，但对将来工作是不利的。

实验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在实践中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了良好的探究能力和科学道德，例如团
队精神、交流能力、独立思考、实验前沿信息的捕获能力等;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增强创
新意识。



上面的化学实验心得体会，非常适合大家进行化学实验报告
的写作，对大家进行化学实验心得写作非常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