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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能力提升的
“

二项分布与正态分布
”

孟 媛 （ 山 东省青 岛 第 十六 中学 ）

文章 编号 ： １ ０ ０ ２ ２ １ ７ １ （ ２ ０ ２ ２ ） ４ － ０ ０ ６ １ ０ ４

当前 ， 高三数学 第二轮 复 习 中 存 在 着 重 知识记

忆 、轻知识逻辑关联 ， 重 题型训 练 、 轻思想方法提炼 ，

重解题过程 、轻研究对象探究 等 问 题 ， 学生 陷 人题海

训 练 ，学 习 负担非 常大 ； 而且 近几年 的 高考不断创新

试题 的形式和 内 涵 ， 聚焦对学生思维水平和关键能力

的考查 。 所 以 ， 教 师在 复 习 中 要 创 设合理 的 问 题情

境 ， 以 提升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为 目 标 ， 设计逻辑连贯

的 问题 串 ， 注重一题多解 、变式教学 ， 使学生在应用知

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 中 理解概念本质 、感悟数学思

想 、学会思考 问题 。 本文结合
“

二项分布与 正态分布
”

的高三专题复 习 设计 ， 就课堂上 提升学生数学思维 、

培养学生关键能力 的路径进行探讨 。

１ 教学内容解析

（ １ ） 通过具体实例 ， 了解伯努 利试验 ， 掌握二项分

布及其数字特征 ，并 能 解决简单 的 实 际 问 题 ； 通过误

差模型 ， 了 解服从正 态分布 的 随机变量 ； 通过具体实

例 ， 借助频率分布直方 图 的 几何直观 ， 了 解正态分布

的特征 ， 了 解正态分布 的均值 、方差及其含义 。

（ ２ ） 常利用情境化试题对二项分布 与正态分布 知

识 内 容进行考查 ； 题 目 通 常结合古典概型 ， 考查条件

概率 、 独立事件 的概率计算 ，考查学生 的 数学运算 、逻

辑推理核心素养 ； 结合 》 次独立重 复 试验 的 概念 ， 考

查随机变量 的二项分布 ， 训 练学生 的数学抽 象 、 数学

建模能力 ； 结合频率分布 直方 图 ， 考查正 态分布 曲 线

的特点 、 ３ ＜ｘ 原 则 的应 用 ， 训 练学 生 的 数据分析 、 直观

想象能力 。

２ 学习 目 标

（ １ ）会求二项分布 的期望 、方差等 ， 了 解正态分布

曲线 的特点 、 曲 线 所表示 的 意义 、 原 则 等 ， 会求 随

机变量在特殊 区 间 内 的概率 。

（ ２ ）能从实 际 问 题 中 抽 象 出 模型特征 ， 识别二项

分布和正态分布 ， 能应用二项分布 、 正态分布模型解

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 发展数学建模素 养 。

（ ３ ）通过主 动探究 、 自 主合作 、 相互交 流 ， 从具体

事例 中抽象 出 数学模型 ， 充分体会知识 的 发 现过程 ，

及 由 特殊到一般 、 由 具体到 抽象 的数学思 想方法 ； 体

会数学的理性与严谨 ， 了解数学来源于实际 、应用于实

际的唯物主义思想 ，形成勇 于探索和敢于创新 的精神 。

３ 教学过程

３ ． １ 审 清条件 ， 建立二项分布模型

判断一个随机变量是否服从二项分布 ， 关键有两

点 ： 一是对立性 ， 即一次试验 中 ， 事件发生与 否二者必

有其一 ；二是重复性 ． 即试验独立重 复地进行 了 《 次 。

在根据独立重复试验求二项分布 的有关问题时 ， 关键

是厘清事件与事件之间 的关系 ， 确定二项分布 的试验

次数 》 和事件发生一次的概率 Ａ 利用公式 Ｐ （Ｘ＝ 々 ） ＝

Ｇｆｅ
＝

０ ， ｌ ， ２ ，
…

， ｎ ）求得概率 。

例 １ 甲 、 乙两人各有一个装有 ４ 个黑球和 ６ 个 白

球的袋子 ，他们分别从各 自 的袋子中任取 ２ 个球 ，试求 ：

（ Ｉ） 甲 不放 回 地抽取 ， 取到黑球数 Ｘ 的分布列 。

（ ｎ ） 乙有放 回 地抽取 ， 取到黑球数 Ｙ 的分布列 。

（ １１１ ）记 ￥ 为 甲 、 乙 两人取到 黑球 的 总数 ， 求 随 机

变量 ￥ 的数学期望 。

师生 活 动 ： 学生指 出 由 于 甲 在取球 时是不放 回

的 ， 因此可 以将取球看作是无序 的 ， 也就是直接从 １ ０

个球 中取 ２ 个球 ，求其 中黑球 的个数 。 学生可 以 判断

该问题服从超几何分布 。

（ Ｉ） 由 题意知 ， 随机变量 Ｘ 服从超几何分布 ， 即

Ｘ？ Ｈ （ ２ ， ４ ， １ ０ ） ，所 以 随机变量 Ｘ 的分布列 如表 １ ：

＊ 本文 系 山 东省 教育 科 学
“

十 三 ？ 五
”

规 划 ２ ０ ２ ０ 年 度 课 题
“

信息 技 术 支撑 下 的 高 中 数 学 建模 教 学 实 践 研 究
”

（课 题 批 准 号

２０ ２ ０ＺＣ０ ４ ４ ）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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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随机变量 ｘ 的 分布 列

Ｘ ０ １ ２

Ｐ
１ ８ ２

３ １ ５ １ ５

学生指 出 由 于 乙 在取球时是有放 回 的 ， 因 此每次

取球时都是从这 １ ０ 个球 中 取 ， 即 每 次取球 的 情况 相

同 ， 学生可 以 判 断该 问题服从二项分布 。

（ ｎ ） 随 机 变 量 ｙ 服 从 二 项 分 布 ， 即 ｙ ？ ｂ （ ２ ，

〇 ．４ ） ， 所 以 随机变量 ｙ 的分布列 如表 ２ ：

表 ２ 随机变 量 Ｙ 的 分布 列

Ｙ ０ １ ２

Ｐ
９ １ ２ ４

２ ５ ２ ５ ２ ５

第 （ ＩＤ ） 问 要求两人一共取到 的 黑球数 应该怎

样确定随机变量 ｆ 的 取值 ？ 学生 提 出 ， 依次列 出 ？ 可

能 的取值不如棋盘法简洁直观 ， 因此列 出棋盘如表 ３ ：

表 ５ 随 机 变 量 Ｘ 和 Ｙ 的 联 合分布 列

０ １ ２

０

３ ２ ４ ６

２ ５ １ ２ ５ １ ２ ５

１

４ ３ ２ ８

２ ５ １ ２ ５ １２ ５

２

４ ３ ２ ８

７ ５ ３ ７ ５ ３ ７ ５

整理可得表 ６ ：

表 ６ 随机 变 量 ｆ 的 分 布情 况

０ １ ２ ３ ４

Ｐ
３ ４ ４ １ ３ ４ ５ ６ ８

２ ５ １ ２ ５ ３ ７ ５ ３ ７ ５ ３ ７ ５

所 以 阳 ） ＝ ｏ ｘ
Ａ ＋ ｌ ｘ
盖 ＋ ２ Ｘ ｜｜｜ ＋ ３ Ｘ 晶
－

４ Ｘ
３ ７ ５

＝
１ ．６ 〇

表 ３ 棋 盘 法 列 表

０ １ ２

Ｙ

０ ０ １ ２

１ １ ２ ３

２ ２ ３ ４

由 棋盘法可得随机变量 ｆ 的取值为 〇 ， １ ， ２ ， ３ ， ４ 。

师生 活动 ： 我们可 否将 以 上棋盘做进一步 改进 ，

使它能表示更多 的信息 ？ 学生指 出 可 以 将概率填人

表格 ，计算每个表格 中 随机变量 彳 取值 的 概率 。 教师

提问 ： 此时概率应该怎样计算 ？ 学生认为 由 于题干表

明 甲 、 乙 两人分别独立取球 ， 因 此互不影 响 ， 积事件 的

概率等于事件概率 的积 ， 因此有表 ４ ：

表 ４ 改 进后 的棋盘

０ ｉ ２

０ ｐ （ ｘ＝ ｏ ，ｙ＝ 〇 ） ｐ （ ｘ＝ ｉ ，ｙ＝ 〇 ） ｐ ｃ ｘ＝ ２ ， ｙ＝ 〇 ）

１ ｐ （ ｘ＝ ｏ ，ｙ＝ ｉ ） ｐ （ ｘ＝ ｉ ，ｙ＝ ｉ ） Ｐ （ ｘ＝ ２ ， ｙ＝ ｉ ＞

２ ｐ （ ｘ＝ ｏ ， ｙ＝ ２ ） ｐ （ ｘ＝ ｉ ，ｙ＝ ２ ） Ｐ （ Ｘ ＝ ２ ， Ｙ＝ ２ ）

其 中 由 于 甲 、 乙 两人互不影 响 ， 即 随机变量 Ｘ 和

ｙ
相互独立 ， 故

（ ｉ ， ｊ 
＝

０ ， ｌ ， ２ ） 。

敎师点拨 ： 实际上这样列 出 来 的
“

棋盘
”

就是二维

随机变量 （ Ｘ ， Ｙ ） 的联合分布列 ， 利用该联合分布列 可

以清晰地解决随机变量 的分布情况 。

由 （ Ｉ） （ ｎ ）所得 的分布列 ， 列 出 随机变量 Ｘ 和 Ｙ

的联合分布列如表 ５ ：

设计 意 图 ： 第 （ Ｉ ） （ ｎ ） 问 中 体现 了二项分布 和超

几何分 布 在命题上 的 一个 明 显特 征 ， 即
“

有 放 回
”

和
“

无放 回
”

， 其 中
“

有放 回
”

为二项分布 ，
“

无放 回
”

为 超

几何分布 。

当涉及两个离散型 随机变量 时 ， 可通过棋盘法快

速找 出 随机变量 的所有可能取值 ，将棋盘法进一步优

化 ， 实际上就可 以 得 到 二维 随 机变量 的 联合分布 列 。

由 以上分析可 以看 出 ， 第 （ ｉｎ ） 问 中先求分布列再求 随

机变量 的数学期 望 ，运算量较大 ，过程烦琐 。

追 问 ： 本题 中 随机变量之间 存在关系 ｆ＝ Ｘ＋ Ｙ ，

据此如何求 ？ 的数学期望 ？

由 数学期 望 的 运 算 性 质 可 得 Ｅ （ ￥ ＝ Ｘ ＋ Ｙ ）＝

Ｅ （Ｘ ） ＋Ｅｍ ＝ ｎｐ＋ ｎ
？

＾
＝
１ ．６ ０

设计 意 图 ： 在解答本题 的过程 中 ， 可 以 借助两个

随机变量 的联合分布列使运算过程清晰 明 了 ， 但是运

算过程依然烦琐 ， 故而借 助 数学期 望 的 运 算性质 、二

项分布 以及超几何分布 的期望公式 ， 可 以 快捷地进行

计算 。

变式 １ ： 已 知 某运 动 员 投篮命 中 率 为 ／＞ （ 〇＜ ／ ＞＜

１ ） ，假设他投篮 １ ０ 次恰好命 中 ８ 次 的概率为 ／ （ ／） ） 。

（ Ｉ）求 ／ （ ｐ ）取得最大值时 ｛ 的取值 。

（ ｍ 以 （ Ｉ ） 中 确定 的 ｐ 值 ， 假设他共投篮 ２ ５ 次 ，

恰好命 中 々 次 的概率为 ／＞ ｉ ， 当 々 取何值时 ｈ 最大 ？

师生活动 ： 第 （ Ｉ） 问 由 题意知 ＿／ｘ ｐ ）
＝
ｃ
？ ？ ／
＞

８

（ ｉ 
—

／
＞ ）

２

， 求 ／ （ Ｐ ）取得最大值时 ｆ 的取值 ， 即 将 ｆ 当 作 自

变量研究 函数 的最值 问题 ， 因此可求 导解决 问题 。 求

导得 ／ （ 夕 ）
＝ Ｃ
ｆ 〇
２
／
＞

７

（ ｌ
－

／
）

） （ ４ 
—

５
／０ ， 则 易 知／＞ 
＝

０ ．８

时 ， ／ （ ／？ ）取得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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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 ＩＩ ） 问求 九 的最大值 ， 即求数列 ｛办 ｝ 的最大项 ，

即研究 ＜
ａ  ｝ 的单调性 。 ＝％ａ；《［
ｋ

＝

解得Ａ＜ ２ ６ｐ
—

１ 
＝
１ ９ ． ８ 。 则 当 是＜

２ ０ 时 ， 九＋ １ ＞九 ， 九 单调递增 ； 当 々＞ ２ ０ 时 ， 九＋ １＜仏 ，

九 单调递减 。 所 以 当 々 ＝ ２ ０ 时 ， 仏 取得最大值 。

教师追问 ：设随机变量 Ｘ？ ＿６ （ ７２ ， 户 ） ，记 九 ＝ Ｐ （Ｘ＝

々 ） ，求 办 取得最大值时 々 的取值 。

师生活动 ： 学生查 阅 人教 Ａ 版 《 数学 》 （选择性必

修三 ）第 ８ １ 页
“

探究 与 发现
”

， 仿照其探究过程 ， 自 行

推导结论 。 可知 ， 当 ＆＜ （ Ｗ ＋ ｌ ） ／＞ 时 ， 九 ＞＾ ６ ！ ， 九 随

是 值 的增加而增 力口 ； 当 时 ， ／ ， 九

随 々 值 的增加而减小 。 若 （ 《 ＋ １ ） ／＞ 为正整数 ， 当 是 ＝

（ ７２＋ ｌ ） Ｐ 时 ，九 ＝ 九－ ！ ， 此 时这两项概率均为最大值 。

若 （ ７２＋ １ ） 户 为非整数 ， 则取 ６ ＝ ［ （ ｎ＋ ｌ ） ／＞ ］ ，此时 九 是

唯一的最大值 。

设计 意 图 ： 本题的两 问体现 了 中 学阶段求最值 的

两种主要手段 ： 一种是第 （ Ｉ） 问 中 的 求 导 ， 另 外一 种

是第 （ ｎ ） 问 中 的 以 数列 观点 解 不等式 。 由 该题可 以

提炼 出 二项分布 中 概率最大项 的一个结论 ， 为后续学

生遇 到 同类 问题时能快速解决打下基础 。

３ ． ２ 理解正态分布 的特征 ， 解决实 际应 用 问 题

正态分布问题主要考查学生能结合具体事例 ， 会

用 面积表示概率 ， 会计算 正态分布 的 概

率 ； 能识别 正态分布 的参数对 密 度 曲 线 的 影 响 ， 理解

正态分布均值 、 方差及其含义 ， 能利用 ３ａ 原则 解释策

略 的合理性 。

例 ２ 从某企业生产 的 某 种 产 品 中 抽取 ５ ０ ０ 件 ，

测量这些产 品 的一项质量指标值 ， 由 测量结果得如 图

１ 所不 的频率分布直方 图 ：

图 １

由 直方 图可 以认为 ， 这种产 品 的质量指标 Ｚ 服从

正态分布 Ｎ ｂ ＾
２

） ， 其 中 ＂ 近 似 为样本 平均数

近似为样本方差

（ Ｉ） 利用该正态分布 ， 求 Ｐ （ １ ８ ７ ． ８＜ｚ＜ ２ １ ２ ． ２ ） 。

（ ｎ ）某用 户 从该企业购买 了１ 〇 〇 件这种 产 品 ， 记

Ｘ 表示这 １ ０ ０ 件产 品 中 质量指标值位于 区 间 （ １ ８ ７ ．８ ，

２ １ ２ ．２ ） 的产品件数 。 利用 （ Ｉ ） 的结果 ，求 Ｅ （ Ｘ ） 。

附 ： ７１＾＾ １ ２ ．２ 。 若Ｚ？ ＡＫ＂ ， ￥ ） ， 则Ｐ （ ＂ 
—

 ＜ｒ＜

６ ８２６
，
？ （＂
—

＝
０ ． ９ ５ ４４ 。

师生活动 ：题 目 要求利用频率分布直方 图求 出 数

据 的均值和方差 ，再用得到 的均值和方差代替正态分

布 中 的均值和方差 。 观察频率分布直方 图 ， 那 么我们

是否可 以说这批零件 的质 量指标服从正态分布 ？ 正

态分布 的概念是怎样 的 ？

（ Ｉ） 由 已 知得 ， Ｚ？ Ａ／ （ ２ ０ ０ ， １ ５ ０ ） ， 故Ｐ （ １ ８ ７ ．８＜

Ｚ＜ ２ １ ２ ．２ ）＝Ｐ （ ２ ０ ０
－

１ ２ ．２ ＜ Ｚ＜ ２ ０ ０＋１ ２ ．２ ） ＝

０ ？６ ８ ２６ 。

师生活动 ： 该用 户 所购买 的 １ ０ ０ 件产 品之 间是否

存在相互影 响 的关系 ？ 每 件 产 品 的 质量指 标值位于

区 间 （ １ ８ ７ ．８ ， ２ １ ２ ．２ ） 内 的 概率是 否 相 同 ？ 概率是 多

少 ？ 应该怎样计算 ？ 我们可 以 用什 么 样 的 概率模 型

来描述这一随机事件 ？ 二项分布 的数字特征 又是 怎

样 的 ？

（ ｎ ） 分析 题 意 ， 购 买 这 １ 〇 〇 件 产 品 ， 即 为 Ｘ ？

Ｂ （ １ ０ ０ ， ０ ．６ ８ ２６ ） ，故Ｅ （ ；〇 ＝ １ ０ ０ Ｘ ０ ．６ ８ ２６ ＝ ６ ８ ．２ ６ 。

设计 意 图 ： 一般来说 ， 若某一数量指标 受很 多 随

机 因 素 的影 响 ， 而每个单一 因 素 的影 响 非 常微小 ， 则

这个指标服从正态分布 。 正态分布有许 多 优 良 的 性

质 ，许多分布可用正态分布来近似 ， 如二项分布 、 超几

何分布等 。 因此本题第 （ Ｉ ） 问 中 用 正态分布来 解 释

测量 的结果 。 在第 （ ｎ ） 问 中 ， 问题遵循 原则 ， 故将

问 题转化为二项分布做进一步处理 。 解决此类 问题

需把握问题 的本质 ， 建立合适 的概率模型 。

变式 ２ ： 为 了监控某种零件 的一条生产线 的生产

过程 ，检验员 每天从该生产线上随机抽取 １ ６ 个零件 ，

并测量其尺寸 （单位 ： ｃｍ ） 。 根据长期生产经验 ， 可 以

认为这条生产线正常状态下生产 的零件 的 尺寸 服从

正态分布

（ Ｉ）假设生产状 态 正 常 ， 记 Ｘ 表示 一 天 内 抽 取

的 １ ６ 个零件 中其尺 寸 在 ＋之外 的 零件

数 ， 求 Ｐ （Ｘ＞ １ ）及 Ｘ 的数学期望 。

（ ＩＩ ）
一天 内 抽检零件 中 ， 如果 出 现 了 尺寸在 （
／
／

＿

Ｓａｗ＋ Ｓｆｆ ） 之外 的零件 ， 就认为这条生产线 在这
一 天

的生产过程可能 出 现 了 异常情况 ， 需对当 天 的 生产过

程进行检查 。

（
丨

）试说明上述监控生产过程方法 的合理性 ；

（
ｉ ｉ） 下面是检验员在一天 内 抽取的 １ ６ 个零件 的

尺寸 （单位 ： ｃｍ ） ：

９ ． ９ ５１ ０ ． １ ２９ ． ９ ６９ ． ９ ６１ ０ ． ０ １９ ． ９ ２９ ． ９ ８１ ０ ． ０ ４

１ ０ ． ２ ６９ ．９ １１ ０ ． １ ３１ ０ ． ０ ２９ ．２ ２１ ０ ． ０４１ ０ ． ０ ５９ ．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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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计 算 得５＝９ ． ９ ７ ｊ＝

＝

＾ （ ｇ ｘｆ
－

１ ６Ｐ
）

２

＾ 〇 ． ２ １ ２ ，

其 中 ｘ ，？ 为抽取的第 ｉ 个零件 的尺寸 ， ｉ＝１ ， ２ ， … ， １ ６ 。

用样本平均数 Ｉ 作为 ＂ 的估计值ｆ ， 用样本标准差 ｓ 作

为 ＜ｒ 的估计值“ 利 用估计值判 断是 否需对 当 天 的 生

产过程进行检查 ，剔 除Ｇ
＿

３纟 ，
；
＜ ＋ ３ｈ 之外 的数据 ， 用

剩下 的数据估计
／
／ 和 精确 到 ０ ． ０ １ ） 。

附 ：若 随 机 变 量 Ｚ 服从正 态分布 Ｎ ｈ＾
２

） ， 则

Ｐ （＾
－

３ａ＜Ｚ＜＾＋ ３ａ） 
＝
０ ．９ ９ ７４ ， ０ ．９ ９ ７４
１ ６
＝
０ ．９ ５ ９２ ，

Ｖ〇 ．０ ０ ８ ＝＾ ０ ．０ ９ 。

解析 ： （ Ｉ）抽取 的一个零件的尺寸在 （ Ａ（ 
—

３＾
／
／ ＋

３
＜ｔ ）之 内 的概率 为 ０ ．９ ９ ７４ ， 从而零件 的 尺 寸 在 （ 户
一

３ ＜７ ，户
＋ ３ ＜７ ）之外的概率为０ ． ００２６ ，故Ｘ？Ｂ （ １ ６ ， ０ ． ００２６ ） 。

因 为Ｐ （ Ｘ ＝０ ） ？ ０ ．９ ５ ９２ ， 所 以Ｐ （ Ｘ ＞ １ ）＝１
—

Ｐ （ Ｘ＝ ０ ） ＝ ０ ． ０ ４ ０８ 。 Ｘ的数学期 望 为￡ （ Ｘ ）＝ １ ６ Ｘ

０ ？０ ０ ２６ 
＝
０ ．０ ４ １６ 。

（ ｎ ） （ 丨 ） 如 果 生 产状 态正 常 ， 一个零 件 尺 寸在

ｉ
ｆ
ｉ

一

３ （７ ， ＂
＋ ３ （７ ） 之外 的概率只有 ０ ．０ ０ ２６ ，一天 内 抽取

的 １ ６ 个零件 中 ， 出 现尺寸在 （
；
？ （

一

Ｓｆｆ ｗ ＋ Ｓｆｆ ） 之外 的零

件的概率只有 〇 ．０ ４ ０８ ， 发生 的 概率很小 。 因 此一旦

发生这种情况 ， 就有理 由 认为这条生产线在这一天 的

生产过程可能 出 现 了 异常情况 ， 需对当 天 的生产过程

进行检查 ， 可见上述监控生产过程 的方法是合理 的 。

（ ｉ ｉ） 由 １ 
＝
９ ．９ ７ ０？ 〇 ＿ ２ １ ２ ，得 ＂ 的估计值为 ４
＝

９ ．９ ７ ， ＜ｒ 的估计值 为 ５＝ ０ ． ２ １ ２ ， 由 样 本数据可 以 看 出

有一个零件 的尺寸在 （ ；＜
一

３＾ ， ＾ 
＋ ３＾ ） 之外 ， 因 此需 对

当天的生产过程进行检查 。

剔 除 （ ；＜
＿

３＾ ＾ ＋ ３＾ ） 之外 的数据 ９ ．２ ２ ， 剩 下数据

的平均数 为 ‘ Ｘ（ １ ６ Ｘ ９ ．９ ７ 
—

９ ．２ ２ ）
＝
１ ０ ．０ ２ ， 因 此 ＂
ｉ ｔ ）

１ ６

的估计值为１ ０ ． ０２ 。 乏］ ４
＝
１ ６Ｘ ０ ？ ２ １ ２
２

＋ １ ６ Ｘ ９ ． ９７
２

？

＊
＝
１

１５ ９ １ ． １ ３ ４ ， 剔除 （ ；（
一

３＾ ，
；
（＋ ３＾ ） 之外 的数据 ９ ． ２ ２ ， 剩

下数据 的样本方差为＾ Ｘ （ ｌ５ ９ １ ． １ ３ ４ 
—

９ ．２ ２
２
—
１ ５Ｘ

１ ０ ．０ ２
２

）义 ０ ．０ ０ ８ ， 因 此的估计值为 ７０ ． ０ ０ ８ ％ ０ ．０ ９ 。

设计 意 图 ： 解决正态分布 问题 ， 首先要知道从频

率分布直方 图 过渡到 分布密度 曲 线 的过程 ， 把握密度

曲 线 的特征 ， 了 解 ３〃 原则 ， 即 正态总体几乎总取值在

（＞ 
—

之 内 ， 而在此之外取值的 概率很小 ， 几

乎不可能发生 。 若随 机变量 Ｘ 服从正态分布 Ｎ ｈ ，

ｆｆ
２

） ， 则指标值落在 （
／
？ ｔ 

—

Ｓｆｆ ｗ ＋ Ｓ ｃｒ ） 的个数 Ｙ 服从二项

分布 Ｙ？ Ｂ （ ？ ， ０ ．９ ９ ７４ ） ， 其他两个 区 间也类似 。 最后

运用概率思想进行运算求解 。

ｗｗｗ ． ｚｈｏ ｎｇ ｓ ｈ ｕｃａｎ
． ｃｏｍ

局 考姨道＊^

４ 教学反思

４ ． １ 认真研读教材 ， 精选复 习 素材

笔者建议教师在 高三第二轮 复 习 时 不要 提 高 所

选例题 的难度 ， 要 学 习 课程标准 中 的
“

学业 要求
”

， 认

真研读教材 ，理解二项分布 、 正 态分布 概念 的 内 涵 ； 对

于教材 中 的典型例题与 习题 ， 体会其 中 蕴含 的 概率统

计思想 ，并适度挖掘 ， 选择具有 含金量 的 试题作 为 复

习 的 素材 ； 教师要在设计问题情境上下功夫 ，选编 的素

材必须真实 ， 同 时要让学生通过 阅读 ， 经历抽 象概括随

机试验特征 的过程 ， 从而理解两种分布模型 的 本质特

征 ，培养学生 由 生活实际到建立理论模型的推理能力 。

４ ． ２ 关 注生活 实 际 ， 提升建模能 力

近几年 的高考 以社会生活 、科学技 术方面 的 素 材

作为试题情境 ， 条件 中 的数据经常 以 各种统计 图 表 的

形式 出 现 ， 加大 了对学生 阅读能力 的考查 。 高三第二

轮复 习 应 强 化学 生 审 题训 练 ， 结合 条件 中 的 关键 词

句 ， 给予学生数学建模 的方法指 导 ； 通 过 解决 丰 富 多

样 、熟悉有趣 的生 活 问 题 ， 引 导学 生 经历具 体情境 的

分析到数学本质特征 的抽 象再到 两种 分布模 型 的 建

立 的思维过程 ，使学生体会两种分布模型 的 广 泛应用

及数学价值 ， 提升学生 的数学建模 、 数据分析 、数学运

算等核心素养 。

５ 反馈训练

（ １ ）某 陶瓷厂准备烧制 甲 、 乙 、 丙 三件不 同 的工艺

品 ， 制作过程必须经过两次烧制 ， 当 第 一 次烧制 合格

后方可进入第二次烧制 ，两次烧制过程相互独立 。 根

据该厂现有 的技术水平 ， 第一次烧制 ， 甲 、 乙 、 丙 三件

产 品合格 的概率分别 为 〇 ．５ ， ０ ．６ ， ０ ．４ ， 第二次烧制 ，

甲 、 乙 、 丙 三 件 产 品 合 格 的 概 率 分 别 为 〇 ．６ ， ０ ．５ ，

０ ． ７ ５ ， 则第一 次烧 制 后恰 有
一件 产 品 合格 的 概率 为



； 经过两次烧制 后 ， 合格工艺 品 的件 数 为 ￥ ，

则 随机变量 ｆ 的均值为


。

答案 ： ０ ． ３ ８ ， ０ ． ９ 。

（ ２ ） （ 多 选题 ） 某物理量的测 量结果服从正态分布

］＼［ （ １ ０ ， ＜７
２

） ， 下列结论 中正确 的是 （ ） 。

Ａ
． ｆｆ 越小 ，该物理量在一次测量 中 在 （ ９ ．９ ， １ ０ ．１ ）

的概率越大

Ｂ ． ａ 越小 ， 该物理量在一次测 量 中 大于 １ ０ 的 概

率为 ０ ．５

Ｃ ．ａ 越小 ， 该物理量 在
一次测 量 中 小于 ９ ．９ ９ 与

大于 １ ０ ． ０ １ 的概率相等

Ｄ ． ＜ｒ 越小 ，该物理量在一次测量 中落在 （ ９ ．９ ， １ ０ ． ２ ）

与落在 （ １ 〇 ， １ 〇 ． ３ ） 的概率相等

答案 ： ＡＢ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