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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互动探究中成长

吴二洋

东莞市第一中学，中国·广东　东莞　523129

【摘　要】“问题”被喻为数学的心脏，问题链更是符合学生心理发育的一门艺术，问题链有填空形式的提问，还有

解剖思维的设计，环环相扣的问题可以让学生的思维得到一次质的飞跃。

【关键词】问题链；古典概型；基本事件

本节课着力于构建高中数学发展性课堂，从问题的提

出、解决以及核心知识的形成、巩固与应用，让学生参与到

问题解决的进程中，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促进学生能力的提

高，养成积极向上的求索精神.

下面是该课的教学实录（含该课《古典概型》教学设计

的部分内容）：

1　教材分析

这节课是高中数学人教A版必修三第三章第二节《古典

概型》第一课时.古典概型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抽象概

括、数据处理等核心素养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等关键能力；有助于联系生活实践，科学解释生活中的一些

问题.

2　教学目标

2.1　知识性目标：理解基本事件的所有特点，掌握古

典概型的含义及古典概型概率计算公式，会求解一些简单的

古典概型的概率.

2.2　能力性目标：通过对一些简单随机试验的分析，

在形成古典概型的概念和概率计算公式的过程中，激发学生

数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2.3　品质性目标：通过学生参与新知的生成过程，培

养学生科学、理性地解决问题的品质，感悟新知生成的奥妙

与乐趣.

3　重难点

重点：掌握古典概型及概率公式.

难点：判定古典概型和基本事件个数的确定.

4　教学过程

4.1　复习巩固，夯实基础

（1）什么是互斥事件？

（2）概率的加法公式是什么？

（3）必然事件的概率是多少？

4.2　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问题1 观察下面三个游戏，分析游戏结果，回答相应

问题.

游戏一：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

（1）游戏的结果有几个？

（2）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游戏二：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骰子.

（1）游戏的结果有几个？

（2）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游戏三：甲乙两人玩“石头，剪刀，布”游戏.

（1）游戏的结果有几个？

（2）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游戏在数学中也叫做随机试验.为了方便研究，我

们将一次试验可能出现的每一个结果成为一个基本事件，那

么，试验一到试验三分别有几个基本事件？

追问：在试验二中，事件A=“出现偶数点”包含哪几个

基本事件？事件B=“出现不大于4的点数”包含哪几个基本

事件？

问题2   在试验一到试验三中，每个基本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有什么关系？

基本事件
基本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

试验一 “正面朝上”，“反面朝上”
两个基本事件的可能

性都相等.

试验二
“1点”，“2点”，“3点”，
“4点”，“5点”，“6点”

六个基本事件的可能
性都相等.

试验三

（石，石），（石，剪）.，（
石，布） （剪，石），（剪，
剪）.，（剪，布),（布，石）
，（布，剪）.，（布，布)

九个基本事件的可能
性都相等.

由试验1—3，并结合例1，这四个试验的共同点是什么？

变式练习下列问题是古典概型吗？

（1）从五位学生中随机地选择两位去参加一项集体活动。 

（1）从所有整数中任取一个数的试验。

追问：若是拉直绳子后，从绳子上的任意一点将绳子剪

断，剪得两段绳子均不小于1米.

4.3　尝试探索，生成命题

问题3  在古典概型下，基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相等

的，那么，每个基本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其他随机事件

的概率怎样求？

试验一：P（“正面朝上”）=P（“反面朝上”），

又“正面朝上”+“反面朝上”=必然事件，所以，P（“正

面朝上”）+P（“反面朝上”）=1，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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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正面朝上”）=P（“反面朝上”）=
1
2 .

试验二：P（“1点”）= P（“2点”）= P （ “ 3

点”）= P（“4点”）= P（“5点”）= P（“6点”），又 

“1点”+“2点”+“3点”+“4点”+“5点”+“6点”=必

然事件，所以，P（“1点”）+P（“2点”）+ P（“3点”

）+ P（“4点”）+ P（“5点”）+ P（“6点”）=1，故

P（“1点”）= P（“2点”）= P（“3点”）= P（“4

点”）= P（“5点”）= P（“6点”）=
1
6
.

进一步地，P（A）=P（“出现偶数 点”）= P（“2
点”）+ P（“4点”）+ P（“6点”）

1 3
6

= ×

P（B）=P（“出现不大于5的点数”）

= P（“1点”）+ P（“2点”）+ P（“3点”）+P（“4

点”）+ P（“5点”）

1 5
6

= ×

问题4（学生核心活动）  请由此尝试概括出，在古典

概型下，一个随机事件A发生的概率.

4.4技能应用

例2  小华同时抛掷2枚骰子，问向上点数之和为5的概

率是？

分析：抛掷一枚骰子，出现的结果有6种；同时掷两枚

骰子，向上的点数出现两个数，为方便起见，将两个骰子

分别标记为1号和2号，用有序数对（a,b）记述试验结果，

共有36种.

计数方法1(树状图法)：

计数方法2（表格法）：

计数方法3（坐标法）：

解：小华同时抛掷2枚骰子，全部可能的结果包含36个

基本事件.

记A=“向上点数和为5”，则事件A包含4个基本事件，

分别是（1，4），（2，3），（4，1）（3，2）.

4 1( )
36 9

P A = = .

答：向上点数和是5的概率是
1
9
.

错解1: 同时掷两枚骰子，计算向上点数和是分别是2

，3，4，5，6，7，8，9，10，11，12.共11个基本事件.

记A=“向上点数和为5”，则事件A包含1个基本事件.

2( )
21

P A = .

对吗？为什么？

错解2：向上抛2枚骰子，全部可能的结果包含21个基本

事件.

记A=“向上点数和为5”，则事件A包含两个基本事件，

分别是（1，4），（2，3）.

2( )
21

P A = .

对吗？为什么？

4.5小结提炼，理解升华

（1）基本知识：①基本事件；②古典概型；③古典概

型的概率计算公式.

（2）思想方法：分类讨论思想，集合思想，列表法，

树形图法，坐标法.

（3）解题步骤：分析问题→构造基本事件→检验是否

符合古典概型特征（等可能性、有限性）→运用古典概型

的概率计算公式→表述解答.

作业：

习题3.2  A组1，3，5；B组1，2.

课后反思：

本节课情景设置巧妙，问题衔接自然，学生热情高，积

极思考，师生互动充分，圆满达成目标；本节课预设了有

意义的、环环相扣的递进式问题链，使学生在学习与问题

解决的过程中实现了知识的拓展，生成、提升了技能，发

展了能力，教师饱满的热情也在感染着学生，充分的互动

氛围促进了学生身心及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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