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可能性

第1课时 可能性(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93页例1、例2,第94页课堂活动第1~2题,第96页

练习二十三第1~3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具体实例感受简单的随机现象,能列出简单随机现象中

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2.通过实验操作,感受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
能对一些简单的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做出定性描述。

3.在感受体验可能性大小的过程中,发展学生的随机观念。

【教学重、难点】

1.列出简单随机现象中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2.对一些简单的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做出定性描述。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乒乓球、大转盘和卡片。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教师:同学们,下周学校要组织一场演讲比赛,咱们班小红和小

明的演讲都非常好,可是咱们班只有一个名额,究竟让谁去呢? 你能

想一个公平解决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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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能有的方法:投票、猜拳、抓阄、抛硬币等。
教师:如果我们采用抓阄的方式,老师在3张小纸片上分别写上

1,2,2,由班长从三个小纸团中任取1个,如抓到1小红就去,抓到2
小明就去,这样的方法对小红、小明两人公平吗? 为什么?

先同桌讨论,后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抓到1和抓到2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人参加比赛

的可能性也就不相等,所以是不公平的。
教师:说得很好,那么抓到1和抓到2的可能性哪个大呢? 这节

课我们就来学习可能性的大小。
[板书:可能性(一)]
[点评:从学生熟悉的抓阄入手,在轻松的情境中,很自然地引出

新的知识,为下一步探究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做好

铺垫。]

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1
(1)摸球游戏。
教师:下面咱们就来做一个小游戏。老师手中的袋子里装有

3个分别标上数字1,2,3的球,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从袋子中任意

摸出一个球,可能摸出哪个号球?
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后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可能摸出1号球,也可能摸出2号球或3号球。
教师:结果是不是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那样呢,下面就请同学们

以小组为单位试一试。
(2)试一试。
课件出示教科书第93页例1的“试一试”。
教师:请同学们从准备好的袋子里摸球,一次只摸1个,摸出后

记录下来再放回,摸30次。在小组内,谁先摸,谁后摸,谁记录,小组

长要分好工。(学生拿出课前准备好的袋子,袋子中装有3个相同的

分别标有数字1,2,3的小球,学生独立完成此题)
(3)指名学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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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1:我摸出1号球10次,2号球9次,3号球11次。
学生2:我摸出1号球8次,2号球11次,3号球11次。
学生3:我摸出1号球11次,2号球10次,3号球9次。
学生4:我摸出1号球12次,2号球9次,3号球9次。
教师:从刚才4位同学所摸的结果看,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我发现从袋中摸出每个号球的次数大致相同。
(4)教师追问:从袋中摸出每个号球的次数为什么大致相同?
(5)学生讨论并汇报。
学生1:因为每个号球的个数是相等的。
学生2:有3个号球,从中任意摸出1个,摸出的结果有3种可

能,每个号球被摸出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6)教师给予表扬并明确:每个号球的个数相等,所以每个号球

被摸出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点评:通过学生熟悉的摸球活动,经历猜测、操作、验证、观察、

思考等一系列活动,使学生体验了成功,获取了新知。]
(7)教科书第94页课堂活动第1题。

①默读题目要求,思考题中的问题。

②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甲和乙获胜的可能性同样大。

③验证。
教师:下面我们就来验证甲、乙获胜的可能性是否同样大。请同

学们拿出卡片,同桌左边的同学为甲,右边的同学为乙,轮流抽取

20次,并做好记录。

④指名学生汇报,并说出从自己抽取的结果中发现了什么。
学生:我发现取出0或1的卡片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教师补充:取的次数越多,得分就越接近,获胜的可能性就越接

近于相等。
[点评:通过游戏,巩固学生对某一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有大致相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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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例2
(1)教师:老师这里有一个转盘,转盘上面有红、黄两个区域,猜

一猜转动1圈以上,指针落在红色区域、黄色区域的可能性哪个大?
学生1:红色区域。
学生2:黄色区域。
(2)学生试验。
找4名学生轮流转动转盘,每人转6次,每次转动1圈以上。其

他学生将指针落在红色区域、黄色区域的次数记录在例2中的“试一

试”的表中。
(3)学生汇报结果。
学生1:指针落在红色区域4次,落在黄色区域2次。
学生2:指针落在红色区域3次,落在黄色区域3次。
学生3:指针落在红色区域5次,落在黄色区域1次。
学生4:指针落在红色区域2次,落在黄色区域4次。
(4)现在请同学们分别把落在红色区域和黄色区域的次数合并

在一起,你发现了什么?
(5)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同桌交流,最后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我发现指针落在红色区域的次数多,落在黄色区域的次

数少。
(6)教师追问:那么指针落在红色区域、黄色区域的可能性哪个

大? 为什么?
学生:指针落在红色区域的可能性大,因为红色区域比黄色区

域大。
(7)教师小结。
红色区域比黄色区域大,指针落在红色区域比落在黄色区域的

可能性大;也可以说,指针落在黄色区域比落在红色区域的可能

性小。
[点评:通过转盘游戏,让学生知道由于转盘上红色区域和黄色

区域的面积大小不一样,指针落在各个区域的可能性大小就不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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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应用

1.教科书第94页课堂活动第2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指名汇报结果,并说说思考的过程。

2.教科书第96页练习二十三第1~3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集体反馈、评价。
[点评:通过练习,让学生判断简单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从而加深对可能性大小的认识。]

四、达标反馈

1.判断

(1)一个袋子里装有2块红橡皮和2块绿橡皮,从中任取一块,
取出红橡皮的可能性大。 (  )

(2)一个袋子里装有3块红橡皮和5块绿橡皮,从中任取一块,
取出绿橡皮的可能性大。 (  )

2.问题解决

(1)有2个盒子,第1个盒子里有5个白球,3个黑球;第2个盒

子里有2个白球,6个黑球。如果从盒子里任意摸出1个球,摸到白

球可以得到一份奖品,你愿意到哪个盒子里去摸球? 为什么?
(2)小明把一个正方体骰子的6个面分别涂上颜色,其中1个面

涂黑色,2个面涂白色,其余的面涂蓝色。把这个骰子掷出后,哪个

颜色的面朝上的可能性最大? 为什么? 哪个颜色的面朝上的可能性

最小? 为什么?
[点评:让学生运用“可能性有大小”的数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在应用中深化对可能性的大小的认识。]

五、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 你有哪些收获?

六、布置作业

找找生活中哪些现象和可能性有关,把它写下来。
(山东省郓城县丁里长镇张庄小学 曹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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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 可能性(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94~95页例3、例4,第95页课堂活动,第96页练习

二十三第4~6题。

【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操作,能用“可能性大”“可能性小”“一定”“偶尔”“经
常”等词语来描述生活中的一些随机现象。

2.通过具体实例,进一步感受随机现象结果的发生是有大小的,
培养学生简单的合情推理和逆向思考的能力。

3.在经历感受可能性有大小的过程中,体验学习数学的乐趣。

【教学重、难点】

1.用“可能性大”“可能性小”“一定”“偶尔”“经常”等词语来描述

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2.在实验操作中,当试验次数不够多时,某一试验结果的发生具

有随机性的体验。

【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卡片、扑克牌、5张大小质地相同的小纸条。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教师: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随机现象结果发

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这节课我们来继续研究可能性大小的问题。
[板书:可能性(二)]

[点评:对可能性的大小,学生已经有了一定认识,直接导入,简
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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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新知

1.教学例3

课件出示例3情境图。
(1)提出猜想。
教师:小娟一定能拿到画有燕子的卡片吗?
学生1:一定能拿到。
学生2:不一定能拿到。
(2)实验操作。
教师:这仅仅是同学们的一种猜想,下面我们就来试一试。请同

学们拿出卡片,混和均匀后从中任意拿出1张,看看你拿到的是

什么?
(3)汇报实验结果(找5位同学)。
学生1:我拿到的是画有大象的卡片。
学生2:我拿到的是画有燕子的卡片。
学生3:我拿到的是画有老虎的卡片。
学生4:我拿到的是画有喜鹊的卡片。
学生5:我拿到的是画有燕子的卡片。
教师:小娟一定能拿到画有燕子的卡片吗? 为什么?
学生:不一定拿到。因为有几种卡片,拿到的卡片就有几种可能

的结果。
下面再请20位同学说一说拿到卡片的结果,老师记录大家每次

拿卡片的情况。

图片 燕子 大象 老虎 喜鹊

次数 9 8 2 1

  教师:从这些实验结果中,你能说出拿到画有燕子的卡片的可能

性和画有大象的卡片的可能性,哪个大些吗? 为什么?
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再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拿到画有燕子的卡片的可能性大,因为画有燕子的卡片比

画有大象的卡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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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追问:拿到哪种卡片的可能性最小呢? 为什么?
学生:拿到画有喜鹊的卡片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它的数量最少。
(4)教师小结。
可能性的大小与数量的多少相关,在总数中所占数量越多,可能

性越大;所占数量越少,可能性就越小。(板书:数量多,可能性大;数
量少,可能性小。)

[点评:通过抽卡片活动,经历了猜测、操作、验证、观察、思考等

一系列活动,让学生知道有可能拿到每一种卡片,但由于各种卡片的

数量有多有少,被抽到的可能性就有大有小。]

2.教学例4

课件出示例4情境图。
教师:请同学们先仔细阅读例题,然后拿出课前准备好的13张

方块牌,自由抽牌。用题中给出的词语来描述自己抽牌的情况,并说

说你所用词语描述的依据。
(1)学生自由活动,教师巡视。
(2)学生汇报结果。
学生1:我可能抽到方块A,也可能抽到方块2,还可能抽到方块

3……还可能抽到方块K。因为每个数的方块牌都只有一张,每张方

块牌都有被抽到的可能,抽到每张牌的可能性相等。
学生2:我不可能抽到红桃牌、黑桃牌和梅花牌。因为只有方块

牌,没有红桃牌、黑桃牌和梅花牌。
学生3:我一定抽到方块牌。因为只有方块牌,没有其他的牌。
学生4:我一定抽不到红桃牌、黑桃牌和梅花牌。因为只有方块

牌,没有红桃牌、黑桃牌和梅花牌。
学生5:我偶尔抽到方块A、方块2、方块3……方块K。因为每

个数的方块牌都只有一张。
学生6:我经常抽到小于10的方块牌。因为小于10的方块牌多

于大于10的方块牌,所以抽到小于10的方块牌可能性就大些。
(3)引导总结。
教师:同学们描述得非常恰当。通过刚才的抽牌活动,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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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发生、可能发生、偶尔发生、经常发生应具备什么条件? (学生:
有牌)不可能发生呢? (学生:没有牌就不可能发生)(板书:有→一定

发生、可能发生、偶尔发生、经常发生,没有→不可能发生)
[点评:让每个学生带着问题思考,伴着思考活动,发现、分析、归

纳出数学知识。通过该活动使学生体会用一些特定的词语描述随机

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及合理

推理能力。]
(4)教科书第95页课堂活动:两人游戏。

①教师:仔细阅读,分析表中的数据,把小丁和小林得出的结论

补充完整。

②学生独立思考。

③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1:小丁得出的结论是摸出有记号的纸团的次数多些,所以

有记号的纸团比无记号的纸团多。
学生2:小林得出的结论是5个纸团里,做记号的可能有3个。

④学生操作。
教师:下面同桌分好工,一人扮小丁,一人扮小林,进行游戏。然

后两人交换角色,看看摸出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⑤学生活动,教师巡视。

⑥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1:我摸出有记号的纸团12次,无记号的纸团28次。
学生2:我摸出有记号的纸团30次,无记号的纸团10次。

⑦交流对这次游戏活动的感受。
教师:从以上两位同学所摸出的结果看,你发现了什么? 有什么

感受?
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同桌交流,最后指名学生汇报。
学生1:我发现,如果有记号的纸团多,被摸出的次数就比无记号

的被摸出的次数多;如果无记号的纸团多,被摸出的次数就比有记号

的被摸出的次数多。
学生2:我发现如果有记号的纸团多,被摸出的可能性就大;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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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号的纸团少,被摸出的可能性就小。

⑧教师给予表扬并明确:数量多,被摸出的可能性就大;数量少,
被摸出的可能性就小。

[点评:通过游戏活动,再次深化对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有大有小的认识。]

三、巩固应用

练习二十三第4~6题。
教科书第96页,学生先独立完成,再集体反馈、评价。
[点评:学生不仅需要在活动中体验,也需要在静静地思考中整

理,提升自己的认识。必要的课堂活动能给学生时间、空间去消化吸

收所学的知识。]

四、达标反馈

1.猜一猜

1号盒:全部红色球 2号盒:全部黄色球 3号盒:杂色球 
4号盒:红色球多,黄色球少

(1)在几号盒子里一定能摸出黄球?
(2)在几号盒子里经常摸出红球?
(3)在几号盒子里可能摸出黑球?
(4)在几号盒子里不可能摸出红球?
(5)在几号盒子里偶尔摸出红球?

2.说一说

有9个大小形状相同、颜色不同的玻璃球,其中4个是咖啡色,

3个是粉色,2个是白色。小红随意从盒子里拿出1个球,拿到咖啡

色和拿到粉色的可能性哪个大? 为什么? 拿到咖啡色和拿不到咖啡

色的可能性哪个大? 为什么?

3.做一做

有4个白球和4个黄球,按要求放到一个盒子里,怎样放?
(1)摸出的一定是白球。
(2)摸出的不可能是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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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摸出的可能是白球也可能是黄球。
(4)摸出白球比摸出黄球的可能性小。
(5)经常摸出黄球。
(6)偶尔摸出黄球。
[点评:通过“猜”“放”等多种类型的检测,有利于学生及时地内

化知识,使学生体验学习的快乐和成功。同时,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

情,查漏补缺。]

五、课堂小结

教师: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 你有什么收获?

六、布置作业

1.找找生活中和可能性大小有关的现象,把它写下来。

2.用“一定”“可能”“不可能”“偶尔”“经常”,结合实际情境各说

一句话。
(山东省郓城县丁里长镇张庄小学 曹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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