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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与统计板块第二轮复习备考建议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丰顺中学 (514300) 马满芳

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510631) 马佩雯

摘要 概率与统计板块是高考的一个重要考点. 为了更

好地为一线教师开展二轮复习,本文通过评析近 3年新课标

卷概率与统计考点,归纳了 6种常考题型,剖析命题特点,提

出了相应的备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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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课标以来,概率与统计板块变成了高考考查的热

点和难点,不仅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还考查学生的数据处

理能力和应用意识,对其建模能力和探究意识也提出了一定

的要求,学生对于解决此类问题的信心不够. 在高三二轮复

习中,有针对性地做好这部分内容的复习备考,可以做到事

半功倍.

一、2016-2018年全国新课标 I卷高考考点及分析
表 1: 全国 I卷 2016-2018年文理科概率与统计考点分布表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小

题

第 4 题: 几

何概型

第 3 题: 古

典概型

第 2 题: 几

何概型

第 4 题: 几

何概型

第 3 题: 统

计

第 10题: 几

何概型

第 3 题: 饼

图

大

题

第 19 题求

概率分布列,

数学期望

第 19 题函

数、柱形图、

平均数

第 19 题正

态分布、二

项分布、平

均数与方差

第 19 题相

关系数; 均

值与标准差

第 20 题求

二项分布的

最值, 计算

期望值

第 19 题频

率分布直方

图; 频率与

均值

*近三年《概率与统计》小题都在选择题里考查

考点分析

全国新课标 I卷对概率与统计的考查比较稳定,基本为

一小一大 (2018年理科 I卷是两小一大) ,分值 17分 -22分,

难度中等偏难.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概率与统计的考

查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

小题主要考查古典概型、几何概型 (理科有时也会考查

对立事件、相互独立事件概率及独立重复试验的概率). 试题

难度不大,要求较低;

大题主要考查以频数分布表、频率直方图、柱状图、茎叶

图、折线图等为载体,理科侧重考查随机变量的分布列及期

望,文科侧重考查样本数字特征的应用. 突出了对应用意识

(理科常常涉及决策问题,文科常需对统计量进行说理)、数据

处理能力及创新能力的考查.

试题特点

(1) 题目较长,阅读量较大.

(2) 题目背景多为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3) 数据多、关系复杂、运算量较大.

从历年的概率与统计的试题来看,本模块考题阅读量大,

理解难度高,对学生能力要求高,充分考查了考生的抽象概

括能力、数据处理能力,还综合考查了运用求解能力、推理论

证能力、应用意识等. 全国新课标数学试题强调以能力立意,

突出考查数学建模、数据分析等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文科 2015年第 19题、2016年第 19题、2017年第 19题;

理科 2015年第 19题、2017年第 19题、2018年第 20题的试

题难度较大,变成了高考的压轴题之一.

二、几种常见题型

概率与统计高考试题中概率知识与统计知识有一定的

交汇性,经常以统计图表为载体,结合图表中的数据,运用频

率估计概率的思想来计算概率. 但从教材知识点的角度,下

面对概率部分与统计部分的常考题型进行了归纳分析.

(一)概率部分

题型一 事件及其概率

事件及其概率是高考必考内容,经常是以选择题、填空

题或者解答题的方式考查事件的关系和运算, 以及古典概

型、几何概型、条件概率. 理科重点考查古典概型、几何概型、

对立事件、相互独立事件概率及 n次独立重复试验的概率,

文科重点考查古典概型 (列举法)、几何概型.

表 2: 近三年事件及其概率考查情况表
年份 全国 I卷 全国 II卷 全国 III卷

2018 理 10、20(1) 理 8/文 5 理 8/文 5

2017 理 2/文 4 理 18(1)/文 11 文 18

2016 理 4/文 3 理 10/文 8、18

选择题和填空题是必拿满分的题目,难度不大,主要考

查基本概念与基本公式,在复习过程中需要回归教材,明确

相关概念,理清各种概率模型及其适用范围,重视课本的例

题以及习题. 解答题在求概率时,应该先设出有关事件 (用字

母表示事件),再计算相关概率,最后再用文字作答,不能只有

数学符号而没有对应的文字.

例 1 (2014年高考全国 I理科第 5题) 4位同学各自在周

六、周日两天中任选一天参加公益活动,则周六、周日都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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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参加公益活动的概率为 ( )

A. 1

8
B. 3

8
C. 5

8
D. 7

8

评析 这道题是计数原理的直接应用,其实也是课本习

题的变式. 古典概型的考查一般是考查计数原理 (理科)或者

列举法 (文科)或树形图. 古典概型的考查经常与对立事件相

结合,当正面问题比较复杂时,往往考虑其对立事件.

题型二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均值和方差

表 3: 近三年离散型随机变量考查情况表
年份 全国 I卷 全国 II卷 全国 III卷

2018 理 20(2)

2017 理 18

2016 理 19(1)(3)

离散型随机变量是新课标理科卷 (特别是 (I)卷)解答题

常考题型,文科不考. 一般是两种形式的考查:

一是利用随机事件的概率性质、公式求分布列,然后求

期望和方差,如 13年全国 I卷理科 19题. 在解题过程中应注

意: 求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的关键是求随机变量所有取

值对应的概率,在求解时,要注意计数原理、古典概型等知识

的应用. 离散型随机变量 ξ 要找全找对,并理解 ξ 取每一个

值的含义. 在求离散型随机变量 ξ 对应概率时,先求简单易

求的复杂的最后用间接法.

二是结合统计图 (表)考查,利用所求分布列、均值、方差

等对实际问题作出判断、决策,此种考查方式是历年新课标

理科卷解答题考查的重点、难点,如 16年新课标 I卷理科 19

题、17年新课标 I卷理科 19题、18年新课标理科 I卷 20题.

解决此类题型,要加深对二项分布、超几何分布等不同模型

的辨别与理解,如二项分布是有放回的抽样,每次试验事件

A发生的概率是相同的;超几何分布是不放回的抽样,每次

试验事件 A发生的概率是不相同的.

例 2 (2018年高考新课标 I卷理科第 20题)某工厂的

某种产品成箱包装,每箱 200件,每一箱产品在交付用户之

前要对产品作检验,如检验出不合格品,则更换为合格品. 检

验时,先从这箱产品中任取 20件作检验,再根据检验结果决

定是否对余下的所有产品作检验. 设每件产品为不合格品的

概率都为 p (0 < p < 1) ,且各件产品是否为不合格品相互独

立.

(1)记 20件产品中恰有 2件不合格品的概率为 f(p),求

f(p)的最大值点 p0.

(2)现对一箱产品检验了 20件,结果恰有 2件不合格品,

以 (1)中确定的 p0 作为 p的值. 已知每件产品的检验费用为

2元,若有不合格品进入用户手中,则工厂要对每件不合格品

支付 25元的赔偿费用.

(i)若不对该箱余下的产品作检验,这一箱产品的检验费

用与赔偿费用的和记为X ,求 EX;

(ii)以检验费用与赔偿费用和的期望值为决策依据,是

否该对这箱余下的所有产品作检验?

解析 (1) 20 件产品中恰有 2 件不合格品的概率为

f(p) = C2
20p

2(1 − p)18, 因此 f ′(p) = C2
20[2p(1 − p)18 −

18p2(1 − p)17] = 2C2
20p(1 − p)17(1 − 10p), 令 f ′(p) = 0,

则 p = 0.1. 当 p ∈ (0, 0.1) 时, f ′(p) > 0, p ∈ (0.1, 1) 时,

f ′(p) < 0,所以 f(p)的最大值点为 p0 = 0.1.

(2) (i) 由 (1)p = 0.1. 令 y 表示余下的 180 件产

品中的不合格品件数, 依题意 Y ∼ B(180, 0.1), 所以

X = 20 × 2 + 25Y , 所以 E(X) = E(40 + 25Y ) =

40 + 25× 180× 0.1 = 490(元).

(ii)如果对余下的产品作检验,则这一箱产品所需要的

检验费为 400元. 由于 E(X) > 400,故应该对余下的产品作

检验.

评析 此题以生产过程中抽检产品的实际问题为背景,

考查了 n次独立重复试验的概率、二项分布等知识点. 此题

的第一小问还涉及了利用导数求函数极值的内容. 事实上,

概率与统计中涉及其他知识, 在这些年的高考中并不鲜见,

如 2013年全国 II卷理 19 (分段函数) , 2015年全国 I卷理 18

(非线性回归、二次函数)等. 在二轮复习中可以适度给出概

率与统计和其他内容相结合的问题进行训练让学生感受和

体验知识间的综合,但要保持适当的难度,毕竟主体是概率

与统计而非函数.

题型三 正态分布

表 4: 近三年正态分布考查情况表
年份 全国 I卷 全国 II卷 全国 III卷

2018

2017 理 19

2016

正态分布仅对理科生考查. 主要有两类考查方式:

(1)对正态分布符号本身的认识和图像的了解,考查正

态分布的一些基本性质尤其是 3σ原则的运用,如 2014年全

国 I卷理科 18题.

(2)考查对 3σ 原则的理解, 考查正态分布的综合问题,

如 2017年全国 I卷理科 19题,该题主要考查服从正态分布、

二项分布的随机变量与期望及标准差等知识. 对于第一小问,

学生需要理解 3σ 原则,即服从于正态分布 N(µ, σ2)的随机

变量通常只取 (µ − 3σ, µ + 3σ)之间的值. 只有理解这一原

则,才能分析出题中的 X服从二项分布,从而利用二项分布

的概率、期望公式求解问题.

(二)统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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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四 抽样方式及简单识图应用

近几年新课标卷立足于生产生活实际,主要以柱形图、

折线图、扇形图等为载体,设计出很多贴近生活的设计图,从

设计图出发作样本分析,以选择题的考查为主,难度不大,应

注意生活中有关图表的认识,关键在于提高识图能力以及关

注“边缘化知识”的复习,比如相关系数等.

表 5: 近三年抽样方式及简单识图应用考查情况表
年份 全国 I卷 全国 II卷 全国 III卷

2018 理 3 /文 3

2017 文 2 理 3/文 3

2016 理 4/文 4

例 3 (2015年高考全国 II卷理科第 3题)根据如图给出

的 2004年至 2013年我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 (单位: 万吨)柱

形图,以下结论中不正确的是 ( )

A. 逐年比较, 2008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效果最显著

B. 2007年我国治理二氧化硫排放显现成效

C. 2006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呈减少趋势

D. 2006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与年份正相关

解析 A项,从图中明显看出 2008年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2007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明显减少,且减少的最多,故 A正

确; B项, 2004﹣ 200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越来越多,从 2007

年开始二氧化硫排放量变少,故 B正确; C项,从 2006年开

始排放量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故 C正确; D项, 2006年以来

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年份负相关. 故选 D错误.

题型五 样本数字特征的应用

表 6: 近三年样本数字特征的应用考查情况表
年份 全国 I卷 全国 II卷 全国 III卷

2018 文 19 文 18(1)

2017 文 2/文 19(2)

2016 文 19(2)(3)

样本的数字特征的应用在文科解答题中是高频考点,主

要考查方式分两类:

一类是用样本估计总体,主要以折线图、茎叶图、频率直

方图、频数分布表等图表为载体,考查学生“读”、“画”(绘制

频率直方图、茎叶图)、“算”(能明明白白算出平均数、标准

差、方差、中位数、众数等数字特征)

另一类是从样本中提取或计算重要数据,如“三数”、标

准差等,进行说理.

例 4 (2014年高考全国 I卷文科第 18题)从某企业生产

的某种产品中抽取 100件,测量这些产品的一项质量指标值,

由测量表得如下频数分布表:

质量指标值分组 [75, 85) [85, 95) [95, 105) [105, 115) [115, 125)

频数 6 26 38 22 8

(1)在答题卡上作出这些数据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2)估计这种产品质量指标值的平均数及方差 (同一组

中的数据用该组区间的中点值作代表) ;

(3)根据以上抽样调查数据,能否认为该企业生产的这

种产品符合“质量指标值不低于 95的产品至少要占全部产

品的 80%”的规定?

解析 (1)这些数据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如下:

(2)质量指标值的样本平均数为

x̄ =
80×6+90×26+100×38+110×22+120×8

100
= 100,

质量指标值的样本方差为 s2 = (−20)2 × 0.06 + (−10)2 ×

0.26 + 02 × 0.38 + 102 × 0.22 + 202 × 0.08 = 104. 所以,这

种产品质量指标的平均数估计值为 100,方差的估计值 104.

(3)依题意 38 + 22 + 8

100
= 68% < 80%, 所以该企业生

产的这种产品不符合“质量指标值不低于 95的产品至少要

占全部产品的 80%“的规定.

总结 1、频率直方图的绘制方法: (1)求极差 (即一组数

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 (2)决定组距与组数; (3)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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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4)列频率分布表; (5)画频率分布直方图. 2、频率分布

直方图中的众数、中位数与平均数: 1⃝最高的小长方形底边

中点的横坐标即是众数; 2⃝平分频率分布直方图的面积且

垂直于横轴的直线与横轴交点的横坐标是中位数; 3⃝平均

数是频率分布直方图的“重心”,等于频率分布直方图中每个

小长方形的面积乘以小长方形底边中点的横坐标之和.

题型六 回归分析及独立性检验的考查

表 7: 近三年回归分析及独立性检验考查情况表
年份 全国 I卷 全国 II卷 全国 III卷

2018 理 19*/文 18 文 18*

2017 文 19(1) 文 19(2)(3)*

2016 理 18/文 18

注:带 *是考查独立性检验

线性相关问题和独立性检验都是新课标卷文科、理科解

答题常考题型. 主要考查变量的相关关系、线性回归方程的

求解、利用随机变量K2 来判断“两个分类变量有关系”.

(1)线性相关问题

在复习时,要注重体现、经历回归方程的思维分析过程.

根据散点图判断回归模型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如果是线性则

直接套公式,如果是非线性,则要通过数学变换将非线性关

系转化为线性关系,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求出线性回归方程系

数,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再通过数学变换还原求出非线性回

归方程 (如 2015年高考新课标 I文理科卷).

(2)独立性检验解题思路:

1⃝ 根据样本数据制成 2× 2列联表;

2⃝ 根据公式K2 =
n(ad− bc)2

(a+ b)(c+ d)(a+ c)(b+ d)
计算

K2 的观测值 k;

3⃝ 比较 k与临界值的大小关系,作统计推断.

注意: 概率统计题的计算量比较大,回归分析的题目一

定注意理解和用好公式,用好所提供的数据,有的时候,所提

供的公式与实际计算的公式存在差异,这时需要利用最小二

乘法的思想对公式进行适当变形. 如 2016新课标 III卷文科

18题.

三、高三二轮复习备考建议

2013年 -2018年全国新课标 I卷中概率统计部分试题都

是中等偏难的试题,是高考命题的一个重点、热点,并且难度

越来越大,综合性较强,对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 建议在复习中要做好以下几点:

(1) 重拾教材,加强基础

概率与统计内容主要集中在必修 3、选修 2-3.而从近三

年的全国卷来看,很多考题取材源于教材但高于教材,特别

是填选题基本是教材中例题或习题的变式, 通过适当的改

造、拼接和组合而成,解答题的题型也可以从教材中找到模

板,要充分发挥教材的导向作用. 因此,在高三备考中要引导

学生回归教材,重视教材,加强对基本概念、基本题型、基本

方法的总结,形成良好的建模思想.

概率与统计的解答题对文科生的答题书写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如计算古典概型的概率时要列举出所有的基本事件,

不能遗漏或省略,否则扣分,有些考生往往就在此吃亏,还有

求概率时要有相应的文字说明作答,用样本估计总体、用频

率估计概率时要用大约、估计字眼等,所以在二轮的复习中

除了基本知识打牢,也要规范学生的书写.

(2) 突出概率,重视统计

明确概率问题的核心是概率计算,概率计算的核心是清

楚事件的互斥、对立、独立等关系. 排列组合是进行概率计算

的工具,二轮复习再次强调概率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概率分

布列、数学期望、方差,对相互独立事件的概率、超几何分布、

二项分布等题型要熟练掌握.

统计问题的核心是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方法,重点是

频率分布直方图、茎叶图和样本的数字特征. 注意随机数模

拟求概率,随机数表法求概率的小题. 同时要学会概率与频

率分布直方图、正态分布、独立性检验与线性回归方程知识

的综合应用.

(3) 利用考题加强思维能力和运算能力的训练

在解题过程中要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 全国卷概率

与统计的解答题具有以能力为立意、综合性强、思维量大的

特点,并且实际背景新颖,对推理分析能力的要求较高. 因此,

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给学生充分的思维时间和空间,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遇到新题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沉着

应试.

同时,概率与统计为数据处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要

培养学生数据分析、数据处理的能力. 通过统计图、统计表来

读图、识图,另外利用回归分析或独立性检验考查变量的相

关关系, 这些都对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概率与统计渗透了函数的知识,所以要通过

高考真题、各地的模拟卷来加强学生的运算求解能力.

(4) 关注易错点,想对策

在概率与统计板块的复习中,要准确理解概念、特别要

明确概率计算的核心是事件之间的关系, 统计问题的核心

是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即随机抽样和用样本估计总体.

易错点主要有: 套公式计算出错;事件之间的关系理解不正

确; 频率分布直方图、茎叶图的基本概念理解不清; 应用独

立性检验方法解决问题时出现 K2 值计算错误;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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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先以 2016—2018年高考全国新课标 I卷为

研究对象,分析文理科高考数列试题的命题规律与特点,并

提出相对应的高考备考建议;评析了近 3年全国 I、II、III卷

数列考点,归纳总结出 6类常考题型,剖析命题特点,希望对

给位老师有所帮助.

关键词 高考;数列;备考建议

数列是高中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

之一,新课标把数列放在了选择性必修的部分,和以往注重

对解题技巧的考查相比,新课标更注重体现数列是特殊的函

数的观点. 随着高考对数列题目的前移,对数列的考查要求

较低,要强化通性通法的复习与训练,不要加大数列难题的

训练.

一、全国新课标 I卷近三年高考考点及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和把握近三年来我国高考中数列这一

重点知识模块的考点,笔者整理了下表;
表 1: 全国 I卷文理科近三年数列的考点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选

择

题

*第 4题:等差数列基本量
*第 4题:等差数列基本量

*第 12题:前 n项和
*第 3题:等差数列基本量

填

空

题

*第 14题:求数列的通项公式
*第 15题:等比数列基本量；

数列的单调性求最值

大

题

#第 17题:递推公式应用；

求证等比；求通项公式

#第 17题:求通项公式；

求前 n项和；求证等差

#第 17题:求通项公式；

求前 n项和

考点分析

1.题型与分值 全国新课标 I卷对数列的考查,比较稳

定. 近三年理科卷基本上为两小题,分值 10分,近三年文科

卷为一大题,分值为 12分. 通过表一,我们不难发现数列是

高考必考的内容,但近三年来难度有所以降低. 理科卷的其

中一题在前四题的位置,考察基本量的运算,难度较简单,另

一题的考察较为灵活,难度中等. 文科卷在第一道大题的位

置,难度中等偏易.

2.主要考察的内容

近三年全国新课标 I卷对数列主要考察的内容有:等差

数列与等比数列,数列的通项公式,数列前 n项和,数列的综

合应用等.

1⃝ 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主要考察了等差和等比数列

的概念、性质、通项公式、前 n项和,常考察基本量的运算,证

明或判断等差或等比数列,运用数列是特殊函数这一性质解

题. 着重考察了函数与方程的思想,转化与化归的思想,求解

与运算的能力.

2⃝ 求数列的通项公式,近三年全国新课标 I卷对通项

公式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定义法、公式法、构造法,难度较为简

单,需要强化通性通法的训练,着重考察了分类讨论的思想,

推理论证的能力,求解与运算的能力.

理科生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是二项分布、超几何分布分辨不清,

使用排列组合公式时出错. 所以教师在二轮复习时要做到以

下几点:

1⃝ 提高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

2⃝ 提高对公式认识的深度;

3⃝ 加强在教学中对事件分析,让学生透切理解事件之间

的关系;

4⃝ 让学生阅读课本,加深对频率分布直方图、茎叶图基本

概念的理解;

5⃝ 加强对超几何分布与二项分布的理解与应用;

6⃝ 加强排列组合数公式的应用,让学生熟练掌握;

7⃝ 加强对回归分析与独立性检验的基本思想的理解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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