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八 不确定现象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在现实生活中感受随机现象，初步体验有些事件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则

是不确定的。

2. 对具体情境中的确定现象与不确定现象能用“一定”“不可能”“可能”等词

语进行描述。

3. 在活动中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猜想、分析、判断、推理以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二）单元内容分析

这是本套教科书第1次出现“可能性”内容，为学生以后进一步学习概率的知

识作准备。对于可能性的认识，学生在生活中有一定程度的体验，有一定的生活

经验和认知基础，这是学习本单元知识的有利条件。

本单元在编写上，一是注重选取密切联系学生实际的事例作为学习的素材，

如抽签、抛硬币、击鼓传花等活动，都是学生熟知的、与他们的生活密切联系的游

戏和事例。鲜活而生动的学习素材既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又易于让

学生在活动中感知和发现不确定现象，从而让学生认识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感

悟到数学的应用价值，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培养热爱数学的情感。二是注重安

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体验不确定现象，教科书用图画和文本相结合的形式

来呈现一些基本的教学思路。

[单元教学重点] 让学生通过活动来体验和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现象，

能恰当地用“一定”“不可能”“可能”等词语来描述不确定现象和确定现象。

[单元教学难点] 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和活动中感受、体验和恰当区分

生活中的不确定现象和确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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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教学建议

本单元的教学，应设计好学生体验探索的活动环节，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不

确定现象和确定现象。

1.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不确定现象。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心理特点及认知规律，合理、灵活地利用和开发教科书，寓教于丰富多彩的活

动之中。如抛硬币、摸彩球、套圈等都可让学生在具体的游戏活动中做一做、想

一想、说一说，通过实际参与、亲身体验去感受不确定现象与确定现象。此外，还

可让学生自己设计不确定现象的游戏，如“石头、剪子、布”“青蛙跳水”等，让学生

在活动中了解和感受不确定现象。

2. 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培养学生猜想、分析、推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本单元的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

的思维过程，不仅要求学生说出结果，还要求学生说一说为什么。如水在标准大

气压下在0℃以下一定结冰，是因为结果是一定发生的，所以是确定现象。任意

掷骰子掷得的点数预先不能确定，所以是不确定现象。再如“猜两段绳对折后握

在手中，然后用两个接头打一个结”可能出现的结果，把学生的猜想列举出来以

后，再体会“不能事先确定会是哪一种结果”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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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单元2课时完成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例3；第2课时教学例4。

★例1 教学不确定现象。

（1）用课件或挂图呈现情境图，引入

本节内容的学习。

（2）猜一猜：“抽签决定演讲顺序，谁

会抽到第 1 个呢？”通过学生的猜测，激

发学生的兴趣和认知需要。

（3）教师小结：生活中有些事情的结

果无法预先确定，所以人们常用“可能”

这个词来描述，从而引出课题：不确定

现象。

（4）引导学生讨论：抽签的结果可能

是怎样的。

★例2也是教学不确定现象。

（1）猜想：让学生先猜抛一枚硬币，

落地后是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

（2）验证：学生两人一组，亲自抛一

抛，验证刚才的猜想。

（3）交流：用“落地后可能是正面向

上，也可能是反面向上”来准确描述这一

现象。

（4）总结：例1中“谁抽到第1个演讲

不能事先确定”，例 2 中“硬币落地后是

哪一面向上也不能事先确定”，这些现象

都是不确定现象。

（5）组织学生结合例1和例2的学习过程，交流对不确定现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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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教学确定现象。用摸彩球的

活动让学生感受到有些事件的结果是一

定的，通过实际例子认识确定现象。教

学时要让学生充分地讨论、交流、表达。

（1）让学生依次摸球得出结论后再

用“一定”“不可能”进行描述。如小虎摸

到的彩球一定是红球，不可能是白球；小

猫摸到的彩球一定是白球，不可能是红

球。

（2）师生小结：在全部是红球的箱

子里，小虎摸出的球一定是红球；小猫

在全部装的是白球的箱子里，摸出的球

不可能是红球。这些现象是确定现象。

（3）说说身边的确定现象。学生举

例后鼓励他们说说理由，这有利于学生

对确定现象的认识。

（4）连线活动是对随机现象的综合

练习。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再连线，然后

交流连线的理由，这有利于学生对不确

定现象和确定现象的认识。

★课堂活动第1题是猜“有无”的活

动，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教科书上

是猜手中有无硬币，也可以猜有无纸

团。活动时提示学生，一是手中放入硬

币等物时不能让对方看见；二是要先猜再打开手，验证猜想是否正确，从而让学生在游戏活

动中去感受随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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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2题是学生常常开展

的“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活动时，先

让学生议一议游戏规则。然后再两人一

组开展游戏，也可以多人一组开展，赢的

人与下一人继续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

进一步感受随机现象。

★例4是教学用“可能”描述随机现

象。教学时师生都要准备好两根同样

的绳子，在操作中让学生体验随意“打

一个结”会出现哪些结果，培养学生的

猜想、推断能力。

（1）提出问题：在露出来的4个接头

中任选两个接头打一个结连在一起，会

出现什么情况？

（2）学生猜想：除对话框中呈现的两

种情况外，学生还会说“可能会结成一根

绳”。

（3）动手操作：让学生用两根同样的

绳子进行操作实验，注意引导学生在实

验前或实验后进行相应的思考，增加学

生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和体验。实

验呈现2种可能的结果：“有一根绳自己

的两端结在一起了”“第1根绳的一端和

第2根绳的一端结在一起了”。

（4）由实验的2种结果看出：在事前，我们不能说“不可能结成一根绳”，也不能说“一定

结成了一根绳”，只能说“可能会结成一根绳”。

★课堂活动第1题，由“花可能落在谁的手中呢？”引发学生的猜想，再在活动中让学生

感受人人都有可能得到花，加深他们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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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第 2题，可以让学生分

组进行游戏，学生的参与面应尽量大一

些，让学生在活动中再次感受确定和不

确定的现象，并能恰当地用数学语言进

行描述。

★练习二十三第1题，有2种可能的

结果：乒乓球可能落在盆中，也可能落在

盆外。让学生思考、分析、推理，然后用

恰当的词来描述这一随机现象。

★第2题，学生用“一定”“可能”“不

可能”描述这4个现象后，要请学生说明

原因。如“太阳一定从西边落下”，这是

因为“太阳从西边落下”是确定的，是确

定现象，所以用“一定”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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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题，说一说学生生活中见到

的不确定现象。先安排小组内交流，再

安排全班交流，尽量让学生说出举这个

例子的理由。

★第4题，首先让学生判断3个对话

框中的说法是否正确，并说明判断的依

据是什么，再说说还可以怎么说。如第

1 个盒子中，“不可能摸出蓝铅笔”“不

可能摸出除红铅笔外的其他颜色的铅

笔”等。

★第5题学生连线后交流理由。

★第6题，学生独立填空后，让他们

简单说说这几个现象中，使用“一定”“可

能”或“不可能”表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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