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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沿袭《程序员的数学》平易近人的风格，用通俗的语言和具体的图表深入讲解程序员必须掌握的
各类概率统计知识，例证丰富，讲解明晰，且提供了大量扩展内容，引导读者进一步深入学习。
本书涉及随机变量、贝叶斯公式、离散值和连续值的概率分布、协方差矩阵、多元正态分布、估计与
检验理论、伪随机数以及概率论的各类应用，适合程序设计人员与数学爱好者阅读，也可作为高中或
大学非数学专业学生的概率论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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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容易看懂，而且不用死记硬背，并且提供了理解概率论的新方法。理工科还是多看国外的书吧
。
2、1.概率是面积。2.协方差是椭圆。感觉这样的传授方法其实挺好。不过并未深入，也许高中学统计
时候作辅导书，比国内的习题集要容易上手吧。
3、直观易懂。看这本书以前，还是要先学线性代数，可以看作者的线性代数书，又是一个坑哈哈。
因为用图解释概率，现在看这本书学概率，真是比以前看那些教科书幸福多了！
4、太深
5、辅助学习教材，图形化讲解，很多应用。学校教材为 《数理统计与数据分析》
6、很好的入门书
7、入门好书
8、标题党，面向的并非是程序员。并且讲的并不深入浅出
9、语言太啰嗦了⋯⋯而且有些地方纯用比方也不太好，不如茆诗松那本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然而
那本看起来贼慢⋯⋯
10、我能说我是去年为了考研复习才买的这本吗，读来生动有趣有助于理解。不过并不能完全覆盖考
研的内容，多维随机变量这部分讲得比较少。
11、入门好书，重新温故了一下当年没学好的概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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