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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与 概 率



一、设置“统计与概率”内容的背景

数据是当今社会一种重要的信息；

学会处理各种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信息
的能力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基本素
养的一部分；

统计与概率所提供的“运用数据进行推断”
的思考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适用
并且强有力的思维方式。



二、教育价值

统计与概率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统

计与概率的基本思想方法，逐步形成统计观

念，形成尊重事实、用数据说话的态度。



三、以往统计教学存在的不足

内容少，集中在初三最后学习，得不到重视，
考试涉及得极少

侧重统计中概念、术语的记忆和对数据处理 

的方法的教学，忽视统计思想、随机观念的 

培养，学生很少有机会经历完整的统计过程，
往往将主要经历放在数据的计算上，而对统 

计结果进行分析、根据统计结果作出判断和 

决策等方面关注不够。特别是缺乏运用统计 

解决实际问题这一过程。



四、统计与概率内容的处理特点

（一）三个学段内容的安排（第一学段）
1 对数据统计过程有初步的体验
1 如对物体进行比较、排列、分类等活动；

2 用计数、测量、实验等方法收集数据，并将数据记录
在统计表中；

3 认识统计表和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图；

4 会求简单数据的平均数（结果为整数）

2 不解定现象

1 初步体验有些事件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则是不确定
的；

2 知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小的；

3 对一些简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出描述。



（一）三个学段内容的安排（第二学段）

1 数据的统计过程

1 经历收集、整理、描述、分析数据的过程，计算
能运用计算器，设计简单的调查表；

2 认识条形统计图（１格表示多个单位），折线图
、扇形图，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有效
地表示数据；

3 理解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的意义，会求平均数
、中位数、众数，并解释结果的意义，能选择适
当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不同特征；



（一）三个学段内容的安排（第二学段）

（4）能根据统计结果作出简单的判断和预测；初步
体会数据可能产生误导。

2 可能性

1 体验事件发生的等可能性，以及游戏规则的公平
性，会求一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

2 对简单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出预测，并说明理
由。



（一）三个学段内容的安排（第三学段）

１．统计

（１）从事收集、整理、描述、分析、推断的
统计全过程，能用计算器处理较为复杂的统
计数据；

（２）感受抽样的必要性，指出总体、个体、
样本、样本容量．

（３）会用扇形统计图表示数据；



（一）三个学段内容的安排（第三学段）

（４）理解加权平均数；根据具体问题选择合
适的统计量表示数据；

（５）会计算方差、极差、并会用它们表示数
据的离散程度；

（６）理解频数、频率、频数分布的意义和作
用，会用频数直方图、频数折线图；

（７）体会用样本估计总体的思想，能用样本 

的平均数、方差来估计总体的平均数和方差。



（一）三个学段内容的安排（第三学段）

２．概率

（１）在具体情境中，了解概率的意义，运用
列举法（包括：列表、画树状图）计算简单
事件的概率；

（２）通过实验，获得事件发生的频率；知道
重复实验时频率可作为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
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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