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 三年级下 第四单元：统计初步与不确定现象

1.分类的三条规则

分类必须遵守三条规则：

（1）一个事物只属于某一个类。经过分类后，不能有一个事物

同属于两个类。

（2）不能遗漏。比如，把四边形分成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两类是

不对的，因遗漏了没有对边平行的四边形。

（3）每次分类必须按照一个标准进行。否则会犯多标准错误。

2.糊涂城市

小糊涂神要去糊涂城市买个玩具娃娃。糊涂城市的名字是有来历

的，据说这个城市的东西都是乱得一团糟。只见大街上很多商城，他

就随便进了一个。一进商城，小糊涂神就大吃一惊：商城里面的售货

员比顾客还多，真是乱七八糟！原来，这个商城所有的物品都是随便

搁置的，一个售货员就只能管很小的一片地方，要找一个东西真是很

困难。

于是小糊涂神就去找商城的经理，并向他介绍分类的方法。小糊

涂神对经理说：“经理先生，如果你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将会大大提

高你商场的营业额。”一听说可以提高营业额，经理十分高兴：“还

请您指教。”

于是小糊涂神就叫经理把所有的东西分类，比如说分成生活用

品。文具、玩具、电器等类别，这样就既方便了顾客又可以减少售货



员的数量，从而就会有更多的顾客来商店买东西了。经理听了以后特

别高兴，就送给小糊涂神一个玩具娃娃，并且还真的把商场里的货物

分类，整个商场看起来就十分整齐而且很有层次感。

3.跳水的故事

小朋友们看过跳水比赛吗？运动员走到跳台上，轻轻一蹦，在空

中做很多花样，又轻轻地进入水中。细心的小朋友会发现，比赛最后

颁奖的时候不止一个冠军。刚给一个冠军发完了金牌，又一个冠军上

台领奖了。一个跳水比赛，怎么会出来那么多的冠军呢？

其实在几百年前，还没有跳水这项比赛呢，开始人们都在池塘边

往池塘里跳，觉得很好玩。后来有人觉得这还不够过瘾，就搭个台子，

找梯子爬到台子上，再往池塘里跳。可是还有人觉得就这样跳下去没

意思，干脆翻两个跟头……跳水的难度越来越大了。终于有一天，几

个跳水很出色的小伙子想比一比谁跳得最好，他们找了人们最信任的

大法官来做裁判。

看完几个小伙子的跳水之后，大法官也发愁了：“你们几个都跳

得很漂亮。可是，可是我实在比不出你们谁跳得最好啊！”几个小伙

子急了：“大法官，我们都相信您说的话。您说是谁就是谁……”大

法官想了想，说：“嗯。其实你们跳得都是最好的。”“这可不行，

一定要有个最好的。”小伙子们急了。“你们听我慢慢说。”大法官

看看着急的小伙子们：“论高度是吉姆最高，论翻的跟头是汤姆最多，

论难度是吉米最难，你们都是最好的。”小伙子们恍然大悟，原来少

了分类评判的规则啊。



后来，人们把跳水按高度和难度分了类，把跳水正式列入比赛项

目。再往后，女子也能参加比赛了，人们又把跳水按男子和女子分了

类。裁判们可以按类别进行打分，分别评出各个类别的冠军，所以一

次跳水比赛在最后颁奖的时候会有很多冠军呢。

不单是跳水比赛，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体育比赛、文艺比赛，为了

让大家从同一个角度进行比较，就得进行分类。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很

多，主要区别就在于分类的依据不一样。比如说体育比赛，就可以有

很多分类方法。可以按男、女分类，可以按年龄分类，可以按级别分

类。总的来说，分类的方法是统计中最有用，最普遍的方法。

4.投票

森林里要召开一年一度动物代表大会了，每一种小动物都要选代

表去参加动物大会。今天，小兔子们开始选代表了，大家投票结束，

开始统计票数了。

小兔灵灵提议说：“老师刚教过我们‘正’字计数法，我们就用

‘正’字计数法计数吧。”长辈们听了都很高兴，真是一个聪明的小

兔子。主持选举的免爷爷说：“好的，就由灵灵来计数吧。”

灵灵高兴地蹦上了台子，一个“正”，两个“正”，三个“正”

越来越多的“正”出现在小黑板上。最后兔爷爷得的“正”最多，灵

灵数了数兔爷爷得的“正”，一共有 15个，灵灵算了算说：“兔爷

爷一共得了 73票。”



旁边的小兔哈哈歪着脑袋想了想说：“灵灵，不对啊。不应该是

73票。”灵灵一琢磨，果然是自己错了。

小朋友，你知道灵灵错在哪了吗？这个精确程度，我们需要学习

方差的知识才行。小朋友，你也记住这个问题，以后带着它去学习更

难的统计知识，好不好？

5.选班长

二年级一班今天下午要开班会选班长了，小朋友们都在期待着，

谁是新的班长呢？“叮铃铃——”上课铃响了，班主任拿着一摞纸走

进来了。“同学们，今天我们第一次进行班长选举，有谁知道什么叫

做民主选举吗？李莉，你来说说看？”“嗯……就是大家把自己想选

的同学的名字写在纸上，交给老师。”“李莉同学说对了一半，大家

写好的纸条不是交给老师，而是由大家选出可信任的同学来把大家选

出来的结果写到黑板上。好吧，下面我们开始选班长了。”

第一次经历选举的小同学们都跃跃欲试，很快老师把同学们写好

的纸条收了上来。“现在大家选两个同学上来帮大家把结果写到黑板

上吧。”小明、小刚被大家推选出来。“那现在就由小明来读选票上

的名字，由小刚来把名字写到黑板上吧。”

小明开始念“小刚”、“小刚”、“小刚”……小刚一边说“慢

点慢点”，一边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小刚，大家都乐了。这时班主任让

小明停了一会，说：“我先教大家一种简单的计数方法——‘正’字

计数法。一个‘正’字正好有五画，一画代表一票。那么小刚只用写



一次名字，然后在名字后面画‘正’字来计数就行了。”小刚拿起板

擦，擦去了两个“小刚”，在第一个“小刚”后面写下了“正”，松

了一口气说：“这下我轻松多了。”

结果出来了，小刚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小刚乐呵呵地说：“今天

收获还真不少，又学了一个新方法，又当上了班长。”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6.邮件的故事

小明最喜欢去找收发室的王大爷玩，王大爷常说他们俩是“忘年

之交”。星期四下午，小明做完作业又去找王大爷了。

一进门小明看见王大爷正急匆匆地要出去，便奇怪地问：“王爷

爷，您不是说今天下午您的老战友要来吗，您怎么现在还要出去啊？”

王大爷发愁地说：“是啊是啊，老战友是要来看我，可是我现在手中

的这些信必须在 4点以前送到邮局啊。我快去快回吧。”小明心想，

这不就是该我出马的时候了吗？于是抢过王大爷手中的信说：“我去

邮局送信，您在这等您的老战友吧。”王大爷看着兴高采烈的小明，

点点头说：“那好吧。不过你得按时把信送到邮局噢。”然后王大爷

拿过小明手中的信，告诉小明哪些信应该放进哪个邮筒里面。小明接

过信，说：“遵命！”然后一溜烟地跑了。王大爷在后面叮嘱：“路

上小心！”

“唉呀，不好！”小明一路只顾东张西望，没有看到脚下的石坎，

摔了个嘴啃泥。小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把撒在地上的信拣起来。



“糟了，王大爷分好的信混了。哪些信放市内邮筒，哪些信放国内邮

筒，哪些信放国际邮筒呢？”小明后悔极了，没有好好看着路。这可

怎么办呢？回去找王大爷？不行，这么小的事情都办不好，怎么好意

思回去找王大爷呢？

“小弟弟，你没事吧？”一个叔叔过来问小明。“没事。啊……

不，有事。叔叔，您能告诉我，这些信分别应该放在哪些邮筒里吗？”

“小弟弟，你会看这些地址吗？”叔叔问道。小明点点头。“那就很

简单了，叔叔来教你。”“真的？”“嗯。你看这封信，”叔叔拿起

其中的一封信说，“上面的寄信地址写着北京市，就应该放到市内邮

筒里面。你看那封，写着海南省，不在北京了，就放国内邮箱里面。

嗯，再看这封，上面写着英语呢，你就放在国际邮筒里面好了。”“啊，

这么简单？我也会！”小明很快地把剩下的信分好了。他高兴地对叔

叔挥手说：“谢谢叔叔，叔叔再见！”“小朋友再见！”

小明寄完信回来，一进大院就朝着王大爷的收发室跑去：“王爷

爷，王爷爷，我今天学会分类了……”

小朋友，你明白叔叔是怎么教小明进行分类的吗？其实很简单，

这些信是按寄信的地址进行分类的。一般分为市内、国内、国际三种。

你看信封上的地址，写着寄到你们市的，就归在“市内”里面；写着

寄到其他地方的，就归在“国内”里面；如果有外国文字，十有八九

是“国际”信件了。有时“国内”的信件还可以接着分为“省内”和

“省外”两种。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不妨也帮妈妈寄信吧。



7.接力赛的成绩

体育课上老师训练同学们短跑，过了一会老师说我们来做 10×

60 米接力游戏吧。同学们分成三个组，看哪个组跑得最快。小朋友

们都在蹬腿、伸腰，积极做准备。

老师的哨音刚刚吹响，小朋友们就尽力跑了起来。第一组的小朋

友跑得最快，夺得了接力赛的冠军。老师告诉第一组的组长，他们的

接力赛成绩为 2分 10 秒。这时下课铃响了，老师宣布说下节课考 50

米短跑，让大家做一下准备。

第二节体育课到了，老师给大家测 50米短跑成绩。成绩测完了，

第一组小朋友的成绩最好。第一组的组长凑到老师旁边看老师登记成

绩，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小组的成绩是这样的：

9秒，10 秒，9.7 秒，10 秒，10.2 秒，9.5 秒，10.2 秒，10.1

秒，9.3 秒，9.5 秒

他计算了一下平均数：

上次接力赛的时候大家都尽力跑了，所花时间应该是秒，上次的

成绩是 2分 10 秒，怎么会多了 13秒呢。小队长很不解地向体育老师

提出了这个问题。体育老师笑呵呵地说：“不错啊，观察很仔细嘛。

不过，你还记得你接力的时候掉了接力棒了吗？”“噢——”粗心的

组长终于想起自己的失误，呵呵地笑了，原来都怪自己啊。

8.平均成绩



语文测验的成绩发下来了，语文老师让亚亚统计一下他们小组的

成绩。亚亚拿着纸和笔走了一圈，记下他们小组 10个人的语文成绩：

84，74，75，90，86，85，78，85，95，72。

亚亚把成绩单拿给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看了一眼说：“嗯，不错。

对了，亚亚，你顺带帮老师算一算你们组的平均成绩吧。”“嗯。”

亚亚开始一个数一个数地把成绩加起来，然后又除以 10。

语文老师看到亚亚这样算，就对亚亚说：“亚亚，你这样并成绩

很麻烦，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亚亚看着这 10个数字想了一想，

说：“我想到了。确实有一种办法可以更简单地算出平均值。”语文

老师很高兴地夸亚亚“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小朋友，你也想一想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9.平均工资

最近，吉斯莫先生的工厂需要增加一个工人。萨姆需要一份工作，

于是来与吉斯莫先生商谈，两人说好平均薪金是每周 300 美元。”

几天后，萨姆找到吉斯莫说：“你骗了我，我已经找其他工人核

对过了，谁的周工资都没超过 100 美元！”吉斯莫说：“啊，萨姆，

不要激动，平均工资是 300 美元，你看，这是一张工资表。”萨姆一

看，吉斯奖并没有欺骗他，他弄不明白，于是他就去找数学博士。



数学博士了解完情况后，对萨姆说：“全体职员平均工资是 300

美元没错，但是吉斯莫和他弟弟两个人的周工资就有 3400 美元，而

剩下的 21个人的工资之和只有 3500 美元，这样算平均数，就把整个

平均工资提高了，所以吉斯莫还是在欺骗你们。”

萨姆说：“我一定要把吉斯莫的诡计告诉别人，免得别人又被骗。”

10.平均身高

小鹿今年 9月份就进动物学校学习了，开学的第一天，老师教小

动物们认识高矮。老师在课上说，在动物里面，鹿是最高的动物。小

鹿听到老师这句话，心里可高兴了，小鹿心想：“哈，原来我比别的

动物都高啊。”

放学了，小鹿高兴得蹦蹦跳跳回家了，它想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

诉妈妈。可是在回家的路上 ，小鹿遇见了大象爷爷：“大象爷爷好！”

“哎，小鹿乖！”大象爷爷用长鼻子碰碰小鹿的头。小鹿突然发现，

大象爷爷可比自己高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师明明说过我比别

的动物都高啊。可是我就是没有大象爷爷高，难道老师讲错了？”



回到家里，小鹿还在想这个问题呢。妈妈看到小鹿闷闷不乐的样

子，就问小鹿怎么了，小鹿把心中的疑问告诉了妈妈，鹿妈妈笑着说：

“傻孩子，老师说的没有错，而你也确实没有大象爷爷高，要说错就

错在你的理解。”“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有什么错呢？”小鹿百思不

得其解。

小朋友，你来帮小鹿想一想它的理解有什么错？

11.巧测录音磁带的长度

我们经常会使用录音磁带，但你是否想过一盘普通的录音磁带有

多长呢？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测算。

首先，将该录音磁带放在录音机中，放音一分钟后停机，然后取

出录音磁带做上标记，利用露出录音磁带的地方可量出放音时起点到

标记处的长度。

重复上面的方法，最后取平均值可得一分钟走带的长度，再乘整

个录音磁带的放音时间，就可以知道整盘录音磁带的长度了。明白了

吗？

12.巧求平均数

刘老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前进小学 8个班去帮助农民摘豆角，

每个班摘豆角的重量分别是：55千克、50 千克、48 千克、54 千克、

49 千克、53 千克、54 千克、53 千克。问平均每班摘豆角多少千克？

“看谁算得快。”刘老师鼓励说。



于丰很快举手回答：“平均每班摘 52千克。”刘老师点头说：

“你能把计算的方法说一说吗？”

于丰说：“求平均数有个窍门，就是先在这些数中确定一个基准

数。比如，这道题就是以 50为基准数．然后把 5个班分别比基准数

多出的千克数加起来，并从中减去剩下那 2个班比基准数少的千克

数，所得的数除以 8，商再加上基准数，就是所求平均数。”

刘老师高兴地说；“很好，于丰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给一个名字

叫做‘减少加多法’。做的时候可以这样：先选好基准数 50，然后

从前往后看，多的数前写上加，少的数前写上减，也就是：5＋0－2

＋4－l＋3＋4＋3＝16，16÷8＝2，50＋2＝52（千克）。这就是平均

每班摘的重量。”

刘老师又说：“这样求平均数速度快，计算量小，是一种好方法。”

13.数学家的幽默

一名统计学家遇到一位数学家，统计学家调侃数学家说道：“你

们不是说若Ｘ＝Ｙ且Ｙ＝Ｚ，则Ｘ＝Ｚ吗！那么想必你若是喜欢一个

女孩，那么那个女孩喜欢的男生你也会喜欢罗？”

数学家想了一下反问道：“那么你把左手放到一锅一百度的开水

中，右手放到一锅零度的冰水里想来也没事吧！因为它们平均不过是

五十度而已！”

14.谁买的米合算



张大爷、李大爷二人两次赶集买米．第一次，张大爷买了 100 千

克大米，李大爷买了 100 元钱的大米；第二次，米价变了，张大爷还

是买了 100 千克大米，李大爷也还是买了 100 元钱的大米。在回家的

路上，两位大爷争了起来，都说自己两次买的米合算。

他们的谈话被小明听到了，小明说：“你们要分别算出两次买米

的平均价格，比一比，就知道谁合算了。”

两位大爷看到小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故意说：“小明你来

帮我们算一下。可是我们老了，不小心把两次买的米价给忘了，你还

有办法算吗？”

小明说：“当然有办法．我们可以假设第一次的米价为每千克 2

元，第二次的米价为每千克 2.5 元。张大爷买米的平均价格为：（2

×100＋2.5×100）÷（100＋100）＝2.25（元），李大爷买米的平

均价格为：（100＋100）÷（100÷2＋100÷2.5）＝2.2（元）。因

为 2.25（元）＞2.2（元），所以李大爷买的米合算。”

选自《300 个新数学故事》

15.我国人均占有多大面积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国家的面积为 960 万平方公里，在世

界上算是一个大国。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约有

13亿人口。所以呀，我们每个人占有的土地并不多。



如何来算我们每个人平均占有的土地呢？说出你的办法来，然后

让你的爸爸、妈妈帮助你算一下：看看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我们每

个人占有的土地是大还是小！

16.“生死签”的故事

相传古代有个残暴的国王，他常常听信小人的谗言，受冤入狱的

人不计其数。不过为了表示他自己的宽容，他常常让死囚在上绞架之

前抽一次“生死签”。就是在两个竹签上分别写上“生”和“死”两

个字，如果死囚抽到“死”，那么就立即处死；如果死囚抽到“生”，

则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死囚可以被当众释放。

后来有一次一个聪明的大臣因被奸臣陷害，也被捕入狱，国王对

他处以死刑。陷害这个大臣的奸臣一心想处死这个聪明的大臣，于是

奸臣买通了执行的法官，把生死签上的两个字都换成“死”。奸臣心

想：“不管抽到哪一个签，肯定都是死刑。”

奸臣手下的一个随从无意中听到了奸臣和执行法官的谈话。原来

那个聪明的大臣待人很好，曾经几度帮助过这名随从。在良心的驱使

下，这名随从悄悄地来探望犯人，随从难受地对犯人说：“大人，您

的恩德我将永远记得。您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您就告诉我吧，我一

定帮您办到。”犯人觉得事情很蹊跷，于是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随从

把奸臣的计谋告诉了犯人。这对犯人反而高兴了，他对随从说：“小

伙子，谢谢你。你放心回去吧，我明天会获得释放的。”随从满腹疑

问地走了。



第二天执行死刑时，执行法官对犯人宣布了抽签的办法及结果。

结果犯人迅速的从签筒中抽出了一根竹签，转身就把竹签扔进了火

中。当执行法官反应过来的时候，竹签已经烧成了灰烬。执行法官没

有办法，只能把情况报告了国王。国王想了一想说：“只扔掉了一根

竹签，看剩下的那根竹签是什么字，不就知道抽出的是什么竹签了

吗？”执行法官当然知道剩下的竹签写着“死”，可是这样不就意味

着犯人抽到了“生”吗。执行法官偷偷地看看奸臣求救，奸臣也知道

犯人抽中的是“死”，可是这样一说出来他们的阴谋不就败露了吗？

没办法，奸臣有苦难言。国王命人去看剩下的竹签上写了什么字，过

了一会有人来报说剩下的竹签上写了“死”。国王顺水推舟地说：“看

来上天还是要我的大臣生啊，那就把犯人释放了吧。”就这样，聪明

的大臣运用了自己的智慧救了自己一命。

本来，这位大臣抽到“生”还是“死”是一个不确定的事件，可

是奸臣为了算计大臣，把两个签都改成了死签，把这一不确定事件变

成了确定事件。结果大臣利用了“死的反面就是生”这一道理，既然

确定了死，那么死的反面就是生。奸臣和执行法官机关算尽，反而使

聪明的大臣死里逃生。

17.出太阳的可能性

星期天，蓓蓓想和爸爸去放风筝，可是天阴沉沉的。蓓蓓问爸爸：

“爸爸，今天有可能出太阳吗？”爸爸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

涉及可能性大小的问题，根据经验，白天出太阳的可能性总是比较

大。”蓓蓓问：“那一个小时以后，会出太阳吗？”爸爸说：“现在



阴天，一个小时以后出太阳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可能性小并不是没

有可能。”蓓蓓又问：“那两个小时以后呢？总该出太阳了吧？”

爸爸说：“不，只能说两小时以后，出太阳的可能性更大些，但

可能性大并不是一定会发生。”

他们继续等着，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天空反而下起雨来了。

爸爸说：“你看，现在就是可能性小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所以，

可能性大的事情并不一定会发生，反之，可能性小的事情并不一定不

发生。”

蓓蓓越想越生气，又问：“这个鬼天气，100 个小时以后总该出

太阳了吧？”

爸爸笑着说：“不，100 个小时以后出太阳的可能性为零，就是

说一定不会出太阳。因为 100 个小时以后，是下个星期五的晚上九点，

太阳早就落山了。你别着急，下个星期爸爸再陪你放风筝。”

18.谦让的小刚

学校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数学竞赛了，班里有两个小选手——“小

数学家”小刚和“小博士”小莉。两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

今天数学课的赵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学校最后决定每

个班只能有一个选手参赛。小刚、小莉各有所长，都是数学高手，究

竟让谁去呢？赵老师很为难。



小刚小莉也很难受，两人平时是好朋友，为了这场竞赛两人一块

准备了很长时间，现在突然有一个人不能去了，心里总不是滋味。下

课以后两人都闷闷不乐地回家了。

第二天，小刚找到小莉说：“我昨天想好了，就你去吧。肯定能

赢。”“我也正要对你说呢，我不去了，我准备得不够好。”小莉不

同意。“我就知道会这样。不如我们来抽签，谁抽到‘是’谁就去，

怎么样啊？”小莉琢磨了一下，答应了小刚。

小刚写了两个小纸团，让小莉抽一个。小莉想了想，拿起了其中

一个扔进了废纸篓，说：“你想学上次赵老师讲过的‘生死签’的故

事，写两个‘是’的纸团让我抽到。现在，我把我的‘是’扔到废纸

篓里面了，剩下你的那个纸团就是‘是’，你去参加比赛吧。”“你

看，”小刚摇摇头，摊开手中的纸团，纸的正中写着一个“否”字。

“你？……”小莉明白了，小刚知道小莉肯定会想到计谋，于是

他就把上次老师说过的故事改了一下，写了两个“否”。小莉以为她

抽到的是“是”，肯定会把纸团扔了，把“是”留给小刚。如果写了

两个“否”，小莉把纸团扔了，就会剩下“否”给小刚。

赵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感动得直夸小刚。最后，按照他们的约定，

小莉去参加比赛了，拿了第一名回来。小莉说：“这个第一名不全是

我的，有一半是小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