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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OPPPS教学模式下的全概率公式微课教学设计

樊　苗

西安外事学院 商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77

【摘　要】以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的全概率公式为例，结合BOPPPS模式进行微课教学设计，以加强教学互动，实

现课堂教学由“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构建了导入、学习目标、先测、参与式学习和后测等六阶段，以

实际问题或趣味性较强的小故事引出课程主题内容，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使得课堂教学更加趣味化、有序化。能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主动思考的能动性，通过后测能有效及时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帮助学生进行反思提升，

让学生更好地融入课堂，进而优化课堂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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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PPPS教学模式介绍

BOPPPS教学模式是一种源于加拿大ISW（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教师技能工作坊项目的核原理。是一种针

对不同学科、领域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理论。BOPPPS

教学模式包含导言(Bridge-in）、学习目标(Objective/

Outcom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

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和总结

(Summary）以各部分开头字母缩写进行组合，最后简称为

BOPPPS。

2　BOPPPS模式下全概率公式微课设计理念

著名的数学家拉普拉斯说过“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中绝

大多数实质上只是概率问题”。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

随处可见概率问题。在概率统计课程教学中常可以从一个

有趣的生活实例入手，通过设问、探讨、总结归纳。本节

将采用启发式结合探究式、讨论式及总结式的教学方法，

从班级同学小明的智慧为例，以探讨最大躲避受罚的概率

问题入手，通过教师循序渐进的设问，从而归纳出划分、

完备事件组的概念，全概率公式，进一步进行拓展推出有

n个划分的全概率一般公式。最后再利用本节所学，从全概

率公式解读有名的“三门问题”，最终达到教会学生会用

全概率公式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课后将三门问题进行

拓展，并留有思考题供学生们课下思考讨论，以便更好地

理解本节知识的同时，还能培养同学们积极思考，团队协

作能力，学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

3　BOPPPS模式下全概率公式微课教学设计

3.1　导言

以一个“小明的智慧”故事导入，引出本节知识点。小

明是班里较调皮的同学，脑子聪明但就是经常爱迟到，有

一次概率统计课上，老师为了整治他这个坏毛病，给其出

了思考题，给两个坛子及黑白球各50个，随意放入两个坛

子中，然后蒙上他的眼睛，让其任选个一坛子，并在坛子

中任取一球，若摸出的是白球则可免受惩罚，请同学们帮

忙思考下，若是你的话你会如何分配装球，便可帮助小明

同学增大免受责罚的机会呢？

3.2　学习目标

理解划分（完备事件组）的概念；掌握全概率公式的本

质及应用；具备运用全概率公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　前测

为了较好地掌握本节课内容，大家需对上次课的条件概

率及概率乘法公式熟练掌握。

例1：在小明的智慧故事中，老师先给出一种分配方

案，假设将100颗棋子中的5颗白球，20颗黑球放入1号坛子

中，其余放进2号坛子中，现在蒙上小明眼睛任取一坛且

任摸一球，他能摸到白球的概率的概率是多少？用此例题

测试同学们对概率和公式、条件概率及概率乘法公式的理

解，同时对导言部分提出的引例也是一个思路导引，引起

同学们的思考兴趣。

3.4　参与式学习

例2  对例1的测试情况进行小结，然后带同学们一起完

成求解全过程。

解：设B={摸到白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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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到第一个坛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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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摸到白球的事件分为两个部分，

来自第一个坛子的白球及来自第二个坛子的白球，我们将

其称为一个划分。

3.4.1 划分的概念

设 ,, 21 AA … nA 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完备事件组即

,, 21 AA … nA 两两互不相容：

)( jiAA ji ≠Φ= 并且 SAA n = ...1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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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完备事件组中仅有一个事件发生。完备事件组构

成样本空间的一个划分。

例3 比如高等数学中我们学习曲边梯形的面积，我们用

了分割求和取极限思想，将其分为带边界的不规则图形及

内容规则图形构成，这些从概率角度看就是曲边梯形的一

个划分；再比如一个年级的所有班级就是该年级所有学生

的一个划分等等。请大家分小组讨论，看看大家还能列举

出哪些划分的例子？

3.4.2全概率公式

如果事件 、 、 … 构成一个完备事件组（或

划分），即它们两两互不相容，其和为全集；并且P( )>0

，则对任一事件A有

全概率公式的本质是由简单事件的概率推算出复杂事件

的概率。事件的概率之所以难求，多数是因为该事件过程

复杂或为多种情况的复合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时，可以通

过对样本空间进行一个划分，把目标事件分成若干个简单

事件之和，利用到“有限可加性”，加之简单事件互不相

容的要求就可以将一个复杂事件的概率转化为若干个互斥

的事件概率之和，最后再利用乘法公式求出各部分积事件

的概率。有时将事件事件 、 、 … 看成是导致事

件 A 发生的 n个“ 原 因 ”，而事件A则看成是由n 个“

原因”导致的“结果”，因此知道“原因”寻求“结果”

时一般可以考虑利用全概率公式。

例4：小张要去外地参加研讨会，他选择乘火车、轮

船、汽车、飞机的概率分别是0.3, 0.2, 0.1, 0.4，迟到的

概率分别是0.25, 0.3, 0.1, 0，求他迟到的概率。

解：第一步：拿到题目之后，先分析，事件“他参会

迟到”所有可能的原因是乘坐的交通工具可能为火车、轮

船、汽车、飞机。我们将参会迟到看作结果，将导致该结

果发生的若干个原因即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作为样本空间

的一个划分。

根据题意令A={参会迟到}， ={乘火车}， ={乘

轮船}， ={坐汽车}， ={乘飞机}，则P

={乘火车}，

=0.3, P

=0.2, P =0.1, P =0.4, , 

, , 

第二步：由全概率公式可得

= 0.145.

即小张参会迟到的概率是0.145。

3.5　后侧

在课堂即将结束或结束后，通过多种手段查验本节课的

教学教学效果，检验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否落实，了解学

生在本讲中到底收获了哪些知识，反馈学生的学习成效，

进而反思教学，以学促教、教学相长。 本节课学生需要点

掌握的样本空间划分的概念，掌握利用全概率公式去分析

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在后测环节，设置以下问题。

例5：小王和他的好朋友们都喜欢射击，已知在一次射

箭游戏中，小王共射击了20支，小李射击了35支，小宋共

射击30支。已知小王射击命中的概率为 0.8，他两个好朋友

小李和小宋射击命中的概率分别为 0.9和0.7。请问现随机

抽取一支箭，它被射中的概率是多少？（解题过程略，通

过此题考查学生将实际问题数学化的能力，考察学生本节

课所学第一个概念样本空间的划分，重点知识全概率公式

的应用，体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综合能力）

3.6　总结

利用PPT以一个有趣的生活案例如何帮助小明同学增大

免受责罚的机会，引发同学们的学习情趣，先让同学们思

考与讨论发言，讲讲自己的办法，然后点评大家的想法，

慢慢引导同学展开今天的主题，从数学的角度先将实际复

杂问题进行简单划分即提出本节很重要的第一个样本空间

的划分的概念，为了加强大家对划分概念的理解，教师再

列举类似的案例然后让同学们谈论发现哪些生活问题都可

归结到本节内容，再结合前面学习过的条件概率公式及概

率的加法公式进而引出本节重点全概率公式。归纳总结如

何将本节所学内容落脚到实际问题当中，复习总结解决实

际问题的思路、步骤及注意事项。

4　教学反思

本节以概率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全概率公式为例，结合

BOPPPS模式进行了微课教学设计，从有趣的生活案例如何

帮助小明同学增大免受责罚的机会小故事引出样本空间

划分的概念，结合之前学过的条件概率及概率加法公式推

出全概率公式，在诸多实际问题中进行了应用。采用问题

驱动，对比教学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思

考.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完全可以以

知识点为独立模块，以实际生活问题为背景，按照BOPPPS

教学模式精心设计每一个知识点的单元微课，再把各知识

点连接起来，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积

极引导学生参与到知识获取的过程中，努力营造一个有趣

的、实用的高效数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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