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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容与内容解析

正态分 布（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是 一 个 在 数

学、物理、工程等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概 率 分 布．一

般地，如果一个量是由大量相互独立的偶然因 素

作用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具有正态分布．正
态分布是高中学习内容中唯一一种连续型分 布，
属于概率论的范畴，但同时又是统计学的基石．

正态分布的教学内容要把握以下几点：（１）一

个随机变量如果是众多的、互不相干的、不分主次

的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之和，它的分布就呈钟 形

曲线，许多随机变量的分布都可以近似地用正 态

分布来描述；（２）正态分布的特点决定了正态分布

密度函数φμ，σ＝
１
２槡πσ
ｅ－

（ｘ－μ）
２

２σ２ ，正态曲线及面积分

布规律表达了随机变量的整体性质，从整体来 看

随机变量的规律，才能得出其根本特征；（３）正态

分布曲线 与 面 积 分 布 规 律 非 常 清 晰 地 展 示 了 重

点，体现数据的分布规律Ｐ（μ－σ＜Ｘ≤μ＋σ）＝
０．６８２６８９，随机变量Ｘ 落 在 区 间（μ－σ，μ＋σ］内

的概率 是０．６８２６８９是 主 体，Ｐ（μ－３σ＜Ｘ≤μ＋
３σ）＝０．９９７３展示了正态分布的全面性，即３σ原

则．本节课教学的重点就是要认识正态分布曲 线

的这些特征．
２　教学目标

（１）从 数 据 分 析 的 角 度，建 立 数 据 分 布 的 概

念，理解正态曲线的来源，建立钟形曲线的直观印

象，从钟形曲线的形态角度理解数据分布．
（２）借 助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 形 计 算 器，探 索 正 态

分布密度函数的解析式φμ，σ＝
１
２槡πσ
ｅ－

（ｘ－μ）
２

２σ２ ，理解

正态分布密度曲线的特点，借助直观图形对比 不

同参数的正态密度函数的图像，理解两个参数μ，

σ的含义．
（３）能应用正态分布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３　教学问题诊断

正态分布是研究连续型 随 机 变 量 概 率，学 生

第一次接触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问题，在 接 受

上有困难．在高中阶段，严格推导正态分布密度函

数是十分困难的，教材直接给出了正态分布 曲 线

的函数解析式，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由于教材的

编写是基于学生没有信息技术辅助，因此会 对 例

题的选择和问题的解决造成障碍．虽然正态 分 布

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学习过程 中 缺

少典型的案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节课的 难 点

是正确理解正态分布的意义，了解正态分布 密 度

函数及性质，还原正态分布曲线和正态密度 函 数

的形成过程．

４　教学支持条件分析

借助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 形 计 算 器 具 有 很 强 的 概

率计算与图形分析功能，通过学生自主操作，加深

对概念的理解和拓展教学内容．特别是对于 正 态

分布密 度 函 数 的 导 出，可 以 引 导 学 生 尝 试 借 助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 器 进 行 数 据 拟 合，逐 步 探 索

出函数的表达式．

５　教学过程设计

５．１　引入：回顾生活经历，收集一组随机数据

问题１　（引入导语）同学们好！我们全班同

学和老师能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是一种缘分，也 是

一种偶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着众多互不

相干的、不分主次的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才有了

云去云落、千变万化的世界．旁边是一首我所喜欢

６４ 数学通报　　　　　　　 　２０１３年　第５２卷　第３期

① 本文是全国教育 科 学“十 一 五”规 划２０１０年 度 教 育 部 重 点 课 题“中 小 学 数 学 课 程 核 心 内 容 及 其 教 学 的 研 究”（课 题 编 号：

ＧＯＡ１０７０１０）的研究成果．



的徐志摩的名为“偶然”的小诗，表达的是诗人对

偶然的感悟．
大量的偶然当中存在着某 种 必 然 的 规 律．今

天我们一起探讨一组随机的数据中有哪些必然性

的规律？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游戏，这 个 游 戏

我在同学们这个年纪常做的，是检测同学们的 观

察能力，我们采用观察一个物体长度的方法，看看

谁的误差最小？谁的误差最大？

请大家观察这根天线，猜测它的长度（请与已

知长度的物体作比较），以厘米为单位，可以精 确

到０．１厘米．请将你的结果写在纸上，并输入计算

器，看看我们全班同学的“眼力”如何？

设计意图　由于需要在课堂内获取一组真实

的、呈正态分布的随机数据，而观察误差数据是呈

正态分布的，因此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作为本 节

课 的 引 入．教 师 利 用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ＴＭ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ＴＭ

Ｓｙｓｔｅｍ的功能收集全班同学的观察的数据，集中

到教师的计算器中，整合成一个数据文件后发 布

给每一位学生，使每个学生手中都有了这组全 班

同学观测的数据．
问题２　现 在 同 学 们 手 中 有 了 一 组 随 机 数

据，那么根据已往的经验，如何分析这 组 数 据，你

会用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 形 计 算 器 Ｌｉｓｔｓ＆Ｓｐｒｅｄｓｈｅｅｔ
中统计菜单中的单变量统计功能，帮助你分析 这

组数据吗？

设计 意 图　由 于 每 个 学 生 人 手 一 个 ＴＩ—

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 器，而 其 中 的 单 变 量 统 计 功 能 会

很快地计算出这组数据的平均值、方 差、最 大 值、

最小值等统计量，因为平均数是表示一组数据 集

中趋势的量数，它反映的是数据集中趋势的重 要

指标；方差是用来度量数据与平均数之间的偏 离

程度的，方差越大，表明数据与平均数的偏离程度

大．这两个统计量影响着数据分布的形态，是正态

密度函数中的两个重要参数，设计的目的是让 学

生回顾这两个统计量的意义，教师可以进一步 提

问，要 求 学 生 说 出 平 均 数ｘ
－

和 方 差σ２ 的 统 计

意义．
问题３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目才能

了然”，因此我们通常会用统计图表来表示一组数

据的特征．如果我们立三个标杆高度来表示刚 才

这组数据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数这三个数附近

数据的多少，你能根据你的理解和判断画出 相 应

的标杆的高度吗？

设计意图　帮助学生形 成 一 种 直 观 的 感 觉，

这就是对于一组“平常”的数据，平均数附近数据

比较多，而两极数据比较少．目的是让学生逐步形

成数据分布呈“中间高、两头低”的钟形，同时让学

生能够上讲台画一画，也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在画

图的时候教师可以追问其它位置上数据的多少的

表示，并附图片暗示．

图９

图１０

５．２　新课：历史上的那些事，高尔顿板试验

问题４　同学们刚才总结的数据分布规律是

否正 确？１００多 年 以 前，有 个 很 著 名 的 英 国 人 达

尔 文 的 表 弟，生 物 统 计 学 家 高 尔 顿 （Ｇａｌｔｏｎ，

１８２２—１９１１）进行了 思 考，做 了 一 个 实 验，称 之 为

高尔顿板试验，请我们来回顾高尔顿所做的实验．
设计意图　由于在课堂内通过学生收集的数

据数量还不够多，不能很好体现数据呈正态 分 布

的规律，因此需要产生一组容量较大的随机数据，

高尔顿板试验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通过高尔 顿 板

试验，引导学生直观认识钟形曲线，并为探索正态

分布曲线的性质做准备．
教师介绍：英国生物统计 学 家 高 尔 顿 做 了 让

小球从钉板随机自由下落的试验，统计小球 最 后

落入钉板下方条状格子内小球的个数．在教 学 中

用计算机模拟高尔顿试验以辅助教学．
如果把球槽编号，就可以 考 察 球 到 底 是 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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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几号球 槽 中．
重 复 进 行 高 尔

顿板试验，随 着

试 验 次 数 的 增

加，掉入各 个 球

槽 内 的 小 球 的

个 数 就 会 越 来

越多，堆积 的 高

度 也 会 越 来 越

高．各个球 槽 内

的堆积高度反映了小球掉入各球槽的个数多 少．
为了更好地考察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落在各 个

球槽内的小球分布情况，我们进一步从频率的 角

度探究一下小球的分布规律．以球槽的编号为 横

坐标，以小球落入球槽内的频率值为纵坐标，可以

画出频率分布直方图．和我们分析的一样，随着数

据的增多，数据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钟

形”分布．
问题５　让 我 们 也 来 做 试 验，验 证 我 们 得 出

的数据分布“中间高，两头低”的结论吧．请同学们

利用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ｅ图 形 计 算 器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
上通过绘 制 其 频 率 直 方 图 可 了 解 数 据 的 分 布 规

律．通过实验你能坚信你的观点吗？

设计意图　由于高尔顿板试验是以教师演示

和讲解为主，学生缺少亲身体验，会对结果将信将

疑，因 此 需 要 设 计 一 个 让 学 生 亲 历 的 过 程，ＴＩ—

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 器 提 供 了 这 样 的 可 能．对 于 一 组

数 据 可 以 在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 图 形 计 算 器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上通过绘制其频 率 直 方 图 可 了

解数据的分布规律．通过不断缩小组距，观察数据

分布规律．需要学生从频率分布直方图得出以 下

结论：如果一组随机数据是众多的、互 不 相 干 的、

不分主次的偶然因素作用结果之和，那么数据 的

分布曲线为“钟形曲线”（ｂｅｌｌ　ｃｕｒｖｅ）．

５．３　活动：寻找描述钟形曲线的函数———我们也

能找到

问题６　我 们 知 道 随 着 重 复 次 数 的 增 加，频

率分布直方图的形状会越来越像一条钟形 曲 线，
这条曲线称为正态（ｎｏｒｍａｌ）分 布 密 度 曲 线，简 称

正态曲线．我们能利用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的

“图形（Ｇｒａｐｈｓ）”功能找到一个函数，使其图像与

钟形曲线相似？

设计意图　这是本节课 的 核 心，要 让 学 生 用

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就是要培养从直观到抽象，
从形象到数量的观点和方法．同时，要让学生经历

数学知识的发现、形成和发展过程，使其更加自然

地认识正态分布函数，引导学生发现函数ｆ（ｘ）＝
ｅ－ｘ

２
的图像是钟形曲线．
问题７　能否对ｆ（ｘ）作一些修改，使ｆ（ｘ）在

数据的平均值ｘ＝μ处，取得最大值．

设计意 图　引 导 学 生 发 现 只 要 使ｆ（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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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μ）
２

就可以达到目的．
问题８　能否加上方差σ２ 这个指标，使方差

大时，曲线“胖”一点，而方差小时，曲线“瘦”一点？

设计意图　对比三角函数 图 像 变 换 的 知 识，
只要对自变量的系数作变换，就达到目的．引导学

生发现使ｆ（ｘ）＝ｅ－（
ｘ－μ
σ
）２就可以了．由于分布密度

曲线还要求曲 线 与ｘ轴 所 围 的 面 积 等 于１，因 此

通过调整 系 数，最 终 确 定 正 态 分 布 密 度 函 数 是：

φμ，σ＝
１
２槡πσ
ｅ－

（ｘ－μ）
２

２σ２ ，ｘ∈（－∞，＋∞）．至 此，师 生

在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的环境中，完成了对正

态分布密度函数的探索，这个过程体现了教材 主

编刘绍学先生提出的“数学是自然的，数学是清楚

的”思想．
在完成这一教学任务以后教师可以作两方面

的介绍：（１）在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中，可以用

ｎｏｒｍＰｄｆ（ｘ，μ，σ）来 表 示 这 个 函 数，其 中 实 数μ，σ
（σ＞０）是参数，分别表示总体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不同的μ，σ对应着不同的正态密度 曲 线．并 且 可

以通过改变μ，σ的值，观察 曲 线 形 状 与μ，σ的 关

系．（２）历史上的相关研究．早在１７３３年，法 国 数

学家棣 莫 弗（Ａ．ｄｅ　Ｍｏｉｖｒｅ，１６６７———１７５４）就 用

ｎ！的近似公式得到了正态分布．德国数学家高斯

（Ｃ．Ｆ．Ｇａｕｓｓ，１７７７—１８５５）在 研 究 测 量 误 差 时 从

另一个角度导出了它，并研究了它的 性 质，因 此，
人们也称正态分布为高斯分布．对于历史的回顾，
体现了数学是一种文化，学习数学不仅是解题．
５．４　抽象：从数量关系看曲线

问题９　正态曲线的特点

根据刚才的学习过程，你能 说 出 正 态 曲 线 的

特点吗？

设计意图　让学生了解：从 正 态 分 布 密 度 曲

线和其函数表达式φμ，σ＝
１
２槡πσ
ｅ－

（ｘ－μ）
２

２σ２ 可以知道：

（１）曲线位于ｘ轴上方，与ｘ轴不相交；

（２）曲线是单峰的，它关于直线ｘ＝μ对称；

（３）曲线在ｘ＝μ处达到峰值 １
２槡πσ
；

（４）曲线与ｘ轴之间的面积为１；
（５）当σ一定时，曲线随着μ的变化而沿ｘ轴

平移；
（６）当μ一定时，曲线形状由σ确定，σ越小，

曲线越“高瘦”，表 示 总 体 分 布 越 集 中；σ越 大，曲

线越“矮胖”，表示总体分布越分散．
经过上面的学习过程，得 出 以 上 这６个 结 论

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问题１０　面 积 与 概 率———再 看 高 尔 顿 板

试验

如果去掉高尔顿板试验 中 最 下 边 的 球 槽，并

沿其底部建立一个水平坐标轴，其刻度单位 为 球

槽的宽度．用Ｘ表示落下的小球第１次与高尔顿

板底部接触时的坐标，Ｘ 是否是随机变量？如果

是，这个随机变量是否是离散型随机变量？Ｘ 落

在区间（ａ，ｂ］的概率是多少？

设计意图　让学生了解（１）这个随机变量Ｘ
有别于以往所学的离散型变量，它在某一个 具 体

值上的概率都为零．我们关心的是随机变量 在 某

一个区间上取值的概率．在进行大量重复试验时，

随机变量落在一个区间上的频率可以近似地等于

概率，而频率和这个区间所对应的曲边梯形 的 面

积成正比．所以可以用计算定积分（定积分的意义

为面积）的办法来求概率：

Ｐ（ａ＜Ｘ≤ｂ）＝∫
ｂ

ａ
φμ，σ（ｘ）ｄｘ．

至此，教师可以给出正态分布的数学定义：

一般地，如果对于任何实数ａ，ｂ（ａ＜ｂ），随机

变量Ｘ满足Ｐ（ａ＜Ｘ≤ｂ）＝∫
ｂ

ａ
φμ，σ（ｘ）ｄｘ，则称

随机变量Ｘ满足正态分布（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记作Ｘ～Ｎ（μ，σ
２）

５．５　巩固：学以至用

（１）已知Ｘ～Ｎ（６，１），求Ｐ（３＜Ｘ≤７）；
（２）经统计，一位同学上学路上（单程）所花时

间Ｘ 的 样 本 的 平 均 值 为２２分 钟，其 标 准 差 为２
分钟．如果Ｘ 服 从 正 态 分 布，学 校８点 钟 开 始 上

课，为 使 该 同 学 至 少 能 够 以０．９９的 概 率 准 时 到

达，至少要提前多少分钟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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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通过具体问题 的 解 决，进 一 步 理

解正态分布的性质，了解正态曲线的特征．
５．６　小结：回顾与感悟

（１）学习内容回顾：认识正态分布；了 解 正 态

分布曲线；认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了解正态曲线

的特点；会 用 ＴＩ— ｎｓｐｉｒｅ图 形 计 算 器 研 究 正 态

分布．
（２）技 术 与 数 学 的 完 美 结 合：在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

图形计 算 器 的“数 据 与 统 计（Ｄ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页面中，可以画出数据分布直方图；在ＴＩ—ｎｓｐｉｒｅ
图形计算 器 的“图 形（Ｇｒａｐｈ）”页 面 中，利 用 函 数

ｆ（ｘ）＝ｎｏｒｍＰｄｆ（ｘ，μ，σ）可 以 画 出 正 态 曲 线；利

用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中“图 形 分 析（Ａｎａｌｙｚｅ
Ｇｒａｐｈ）”的“积分（ｉｎｔｅｇｒａｌ）”功能可以求出正态分

布的概率．
（３）感悟：有人说：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

帝．每个人追求的曲线也许不同，男人追求不断向

上的曲线，女人追求玲珑浮凸的曲线，而我们真正

得到的人生曲线，却是一个美丽的钟形曲线．
６　目标检测设计（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１．若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 布Ｎ（μ，σ
２），则 关

于正态曲线性质的叙述正确的是（　　）

Ａ．σ越大，曲线越“矮胖”；σ越小，曲线越“高

瘦”

Ｂ．σ越大，曲线越“高瘦”；σ越小，曲线越“矮

胖”

Ｃ．σ的 大 小 和 曲 线 的“矮 胖”、“高 瘦”没 有

关系

Ｄ．曲线的“矮胖”、“高瘦”受μ的影响

２．设随机变量Ｘ服从正态分布Ｎ（μ，σ
２），则

随着σ的增大，概率Ｐ（｜ｘ－μ｜＜σ）将会（　　）

Ａ．单调增加

Ｂ．单调减少

Ｃ．保持不变

Ｄ．增减不定

３．在某项测量中，测量结果Ｘ 服从正态分布

Ｎ（１，σ２）（σ＞０）．若Ｘ 在（０，１）内 取 值 的 概 率 为

０．４，则Ｘ在（０，２）内取值的概率为　　　　　　
　　　　　　．
４．设随机变量Ｘ～Ｎ（２，σ２），且Ｐ（２＜Ｘ＜４）

＝０．３，则Ｐ（Ｘ＜０）＝　　　　　　　　．
５．已知Ｘ～Ｎ（６，１），求Ｐ（３＜Ｘ＜７）．

６．利用图形计算器，画出 下 列 正 态 分 布 密 度

函数：
（１）μ＝－１，σ＝０．５；（２）μ＝０，σ＝１；（３）μ＝２，

σ＝０．５
并回答以下问题：

（１）曲线在坐标平面的什么位置？

（２）曲线有没有对称轴和最高点？

（３）曲线的变化趋势如何？

（４）当μ一定时，曲线开关如何变化？

７．课题学习 某大学举行自主招生考试，计划

招收２００名学生．已 知 报 考 的 人 数 为１６５７人，考

试的总分为４００分．考试后得知，考试的平均分为

μ＝１６６分，３６０分以上高分的考生有３１人．有个

考生考了２５６分，问他能否 被 录 取？他 在 这 次 考

试中 大 约 是 第 几 名？（利 用 正 态 分 布 的 知 识 和

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

７　教学反思

７．１　课堂教学的定位要准确

一节课是否成功，首先在 于 课 堂 教 学 的 目 标

与定位，对于正态分布这一内容而言，如何正确定

位，是非常重要的．正态分布这节课的定位是在于

正态分布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还是在于通过正态

分布知识的学习过程，掌握研究连续性随机 变 量

的方法？如果定位于正态分布知识 的 学 习，将 会

有 一 个 问 题 很 难 处 理，即 正 态 分 布 密 度 函 数：

φμ，σ（ｘ）＝
１
２槡πσ
ｅ－

（ｘ－μ）
２

２σ２ ，ｘ∈（－∞，＋∞）如 何 导

出？学生如何学习和掌握？按 照 已 往 的 经 验，只

能是由教师讲解，学生会处于被动接受、半知半解

之中．在思考教学设计的过程，逐渐认识到应该定

位于后者，特别是学生人手一个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

计算器，具备处理分析数据、描绘函 数 图 象、代 数

和符号运算等功能，有了研究一般数学问题 的 可

能，更应该让学生经历数学知识的发现、形成和发

展过程．因此，将本节课的重点确定在学生学习活

动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１）通过学生活动，收
集一组随机数据；（２）通过学生对数据的分析，形

成数据分布直方图呈“中间高，两头低”的钟开分

布；（３）探索描述钟形曲线的函数．有了这样的定

位，课程教学才能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才能出

现有活力、有生气的真实课堂，从教学实践的结果

看，这样的定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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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数学课堂要有人文气息

数学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 人 类 重 要 的 思 想

文化，数学的发现过程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数
学课堂教学要有人文气息，否则，会陷入符号和逻

辑的枯燥的游戏．在本节课中，正态分 布 的 研 究，
高尔顿板试验，棣莫弗和高斯等数学家的工作，有
丰富的人文内蕰，教学中适时向学生介绍，会使课

堂教学具有生气．而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遵循数

学知识的发现、发展过程，从直观感知，操 作 确 认

到逻辑论证，从思维的低级向高级递进，符合知识

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也进一步体现了“数学是自然

的，数学是清楚的”理念，从实践效果来看，学生能

够接受，也乐于接收．在引入课题时，说 明 现 实 世

界中许多现象都是众多的、互不相干的、不分主次

的偶然因素作用结果之和时，用学生耳熟能详 的

徐志摩的“偶然”小诗烘托气氛；在小结时，用“我

们真正得到的人生曲线，却是一个美丽的钟形 曲

线．”作为课的结果，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７．３　动态生成是课堂活力所在

（１）课堂意外映射出学生的真实思想．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当需要学生将所观测的天线的长 度

输入计算器，当学生的数据传回教师机上并出 现

在大屏幕上时，意外发生了．有一个同学的数据是

“９９９”，因为教师示例的天线真实长度是７２ｃｍ，不
管学生观测其长度的误差有多大，绝无可能出 现

“９９９”这样大的误差．这说明了什么？首 先，每 个

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有思想、有 活 力、有

独立的个性，在课堂内也往往不愿意按教师设 定

的教学路线去学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往往出 现

意外．这个意外有几种可能，一是学生显示自己的

个性，就是要与众不同，哪怕与所有同学的观点都

不一样也在所不惜；其次，是要看看教师是如何处

理这种情况，是用这个数据还是不用这个数据，如
果用了这个数据，那么他（她）的数据就会影响整

体数据分析的结论，他（她）的重要性就在其他同

学之上，如果教师不用这个数据，那老师什么样的

理由？即使是这样，学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

学生都是有很强的表现欲的，问题在于我们教 师

是否给了学生表现的机会？虽然在实 践 过 程 中，
教师是以学生输入错误去掉这个数据作为这个意

外的处理方式，其实明显不是输入错误，而是有意

而为之．反思这个过程，教师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

式，例如，在收集数据是如何处理特殊数据？这样

特殊数据对于总体的影响如何？如何减少特殊数

据对总体的影响等．
（２）只 要 给 学 生 机

会，学 生 总 会 给 你 惊 喜．
这些 惊 喜 出 现 在 课 堂 的

动态互动之中．在本节课

的“寻找描述钟形曲线的

函数”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惊喜．通过观察，学
生知道所要寻找的函数所满足的条件：①偶函数；

②位于ｘ轴上方；③在（－!，０）单 调 递 增，在（０，

＋!）单 调 递 减．于 是 学 生 有 了 很 多 的 结 论，如

ｆ（ｘ）＝ｅ－｜ｘ｜，ｆ （ｘ）＝ １
ｌｎ（ｘ２＋２）

，ｆ （ｘ）＝

ｃｏｓｘ＋１．５
ｘ２＋１

，ｆ（ｘ）＝ １
ｘ２＋１

，ｆ（ｘ）＝ｅ－ｘ
２

等等，那么

这些函数能否作为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一

个连续型 随 机 变 量 的 分 布 函 数 应 该 满 足 什 么 条

件？为 什 么 我 们 的 先 人 选 择 了φμ，σ＝
１
２槡πσ

·

ｅ－
（ｘ－μ）

２

２σ２ 作为描述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种种问题

随之产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远比记住几个关于

正态分布的结论重要得多．
７．４　技术改变教学

在本节的教学实践中，深 刻 地 体 会 到 教 育 技

术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教学．教育技术应该 是 一

个更加广义的概念．技术就其定义而言，它可以指

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 以 包 含 更 广

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那 么 教 育 技 术

就应该包含根据学科知识、教学实践经验和 教 育

原理而发 展 成 的 各 种 教 学 结 构、方 法、技 能 和 工

具．教学设计是技术，教学组织是技 术，教 学 工 具

也是技术．因此，根据《中学数学核心概念、思想方

法结构体系及其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研

究成果所形成的教学设计框架，是课堂教学 的 核

心技术之一，《手持技术与高中数学课程整合》也

是一种技术，各种教育技术的发展改变的不 仅 是

教与学的方 式，更 是 改 变 着 我 们 的 教 学 观 念．ＴＩ
－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与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ＴＭ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ＴＭ

Ｓｙｓｔｅｍ的引入，丰 富 了 教 学 与 学 的 方 式，过 去 在

课堂内无法完成的事，现在就了去做的可能．虽然

在本次的教学实践中，出现了技术使用不熟练，系
统不够稳定等有等进一步去研究和发展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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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们进一步实践和研究．但相信教育技术 的

发展一定会引发教育的改革，我们一定要有所 认

识，迎头赶上．
７．５　遗憾与改进

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 术，一 堂 课 总 会 有

缺点、有错误．就本节课而言，有一个问 题 还 没 有

解决，如何通过学生收集众多的、互不 相 干 的、不

分主次的偶然因素所作用而产生的随机数据．因

为数据容量过小，并不明显表现分布呈正态，特别

在课堂环境下，如何让学生经历收集大量具有 真

实背景的数据？其次，在利用计算器画 出 数 据 分

布直方图以后，是否可以让学生画出频率折线图，
并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去探寻分布的密度函 数？

如果可行，学习的进程更具有指向性．第 三，如 何

为学生继续学习铺设道路？如对于正态分布密度

函数φμ，σ（ｘ）＝
１
２槡πσ
ｅ－

（ｘ－μ）
２

２σ２ ，是 否 应 该 学 生 知 道

ｘ＝μ是φμ，σ（ｘ）的 极 大 值 点，ｘ＝μ±σ是φμ，σ（ｘ）
是 拐 点，这 些 性 质 是 否 有 可 能 对 为 什 么 选 择

φμ，σ（ｘ）作为正 态 分 布 密 度 函 数 有 帮 助．还 有，学

生对ＴＩ—ｎｓｐｉｒｅ图形计算器的掌握程度，会直接

影响学习的效果，如何培养学生使用计算器的 技

术，特别是在理解数学的基础上使用技术，也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当然一个好的课堂教学，从本

质上讲应该富有想象力，能唤起学生意外与惊讶，
数学学习是要让学生体会到跌宕起伏，峰回路 转

的魅力，有 喜 出 望 外 的 收 获，这 一 点 还 远 远 没 有

做到．

（上接第４５页）
断攀升，以及新课标的实施，我们完全有必要来重

新审视这一多年来的标准．以笔者看来，把高考试

题的难度降低一些，如０．６５左右，只要处置得当，
并不会影响高考试题的区分度和其选拔性，相反，
随着高考试题难度的标高明显降低，将使数学 长

期在人们心里的冷峻面孔变得温暖起来，不但 将

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自信心，也使试题增添一 种

弥足珍贵的人文关怀．
３．２源于课程教材

近年来，高考命题强调“出 活 题，考 能 力”，以

及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考 试

题都要从课本之外的竞赛题库里，高等数学的 教

材中找素材，或以考能力为名，刻意地搞一些偏题

怪题去为难考生．笔者认为，试题源于课程教材至

少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试题所涉及的知识的 深

度与广度，不能超越新课标的范围；二是试题的背

景尽量体现在教材中，或学生熟悉的情景之中；三
是不要在教材之外，并有可能增加教学负担的 一

些“敏感点”上命制试题．
３．３　保持题型稳定

正如前面分析，题型结构的 变 化 必 然 使 试 题

难度的起伏动荡．当前，在没有充分的前期准备的

前提之下，不宜轻易地变更目前高考数学试题 的

题型结构，使得高考的题型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当
然，题型结构的相对稳定，并不等于让题型结构一

潭死水，一成不变，而是要在确保试题难度不产生

大起大落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探讨高考题型 结

构的改革的方式和途径．
３．４　建立科学机制

如前述，高考试 题 之 所 以 难，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就是出现了高考试题的实际难度与命题人员预设

的难度的较大落差，而出现这种落差的根本 原 因

是缺乏一种科学有效的试题难度的评估机 制．据

了解，在命制试题时，尽管有一个把控知识点覆盖

与难度的试题双向细目表，并由相关的老师 对 试

卷进行试做，以估计试题的难度．事 实 证 明，以 这

种调控试题难度的机制来估计与调整试题的难度

系数不完全是可靠的，有时甚至是与预设的 难 度

系数大相径庭．究其原因，由于是教师与考生对试

题的感觉 是 不 同 的，教 师 觉 得 易，可 能 考 生 感 觉

难．笔者认为，对高考试题在考前应当让不同程度

的考生试做，考虑到可行性，可选择前一年高考数

学成绩不同层次的大一学生来试做，这样得 出 的

结果就要可靠得多．总而言之，应当建立一套科学

可靠的试题难度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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