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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现象

第1课时 不确定现象(一)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96页例1、例2,第97页例3及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三

第1、4题。

【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的活动情境,让学生初步体验有些事件发生是确定

的,有些则是不确定的。
2.在具体的活动情境中能用“一定”“可能”“不可能”等词语描述

随机事件的发生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3.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猜想、分析、判断、推理以及

语言表达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在具体的活动情境中体验生活中的确定现象和不确定现象。
2.能用比较规范的数学语言描述生活中的确定现象和不确定

现象。

【教学具准备】

硬币,装有彩球的盒子。(一个盒子中全放红球,一个盒子中全

放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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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激趣引入,学习例1
(1)同学们,这个星期我们班将举行一次演讲比赛,一共有4名

同学参加。分别是……,我们将抽签决定他们演讲的顺序。
谁能猜一猜这4位同学谁是第1个演讲的? (学生猜测)
(2)猜测:一定是XX同学吗? (不一定)那一定是XX同学吗?

(也不一定)我们能确定第1个演讲的一定是谁吗? (不能)谁来说说

为什么? (因为抽签的结果,可能是……也可能是……)
(3)教师小结:生活中有些事情的结果无法确定,所以人们常用

“可能”这个词来描述。板书课题:不确定现象。
[点评:由学生身边熟悉的抽签活动情境引入新课,引起学生关

于随机现象的生活联想,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认知需要。]

二、自主探索,学习例2
(1)猜测。同学们你们喜欢玩游戏吗? 我们来玩抛硬币游戏好

吗? 教师示范,把硬币抛起来,请学生猜一猜:硬币落地后,是正面向

上呢,还是反面向上?
(2)验证。学生两人一组,进行抛硬币活动。先猜想,再看抛的

结果。体会事先的猜想和实验的结果,有时是相同的,有时是不

同的。
(3)交流。谁来说一说你们组硬币落地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引导学生用“硬币落地后可能是正面向上,也可能是反面向上”来准

确描述这一现象。
(4)总结。例1中“谁抽到第1个演讲不能事先确定”,例2中

“硬币落地后是哪一面向上也不能事先确定”,这些现象都是不确定

现象。
[点评: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一句“玩游戏”马上诱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他们以高昂的热情参与到活动中,在活动中体会不确定

现象。]

三、摸球比赛,学习例3
今天老师还想举行一次摸球比赛,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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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规则。

我们把全班同学分成两组,男同学一组,女同学一组,每组推选1
名代表上台来参加摸球比赛。两名选手在盒子中摸球5次,谁摸出

来的红球多,哪个队就获胜。(1男1女,站在讲台的两边。)同学们,
你们认为哪个队会获得胜利?

2.摸球比赛。

请两位参赛选手先猜拳决定选择摸哪个盒子的彩球。摸出1个

红球就在黑板上的统计表中做上记号,最后进行统计。

3.交流讨论。

教师宣布获胜队。XX队你们好像不是很开心,你们有什么想法

吗? (点名回答:我想他的盒子中全是红球。)
(1)认识“一定”“不可能”。
①你又没看见,你怎么知道的? (学生:我猜的。)
②那么你为什么这样猜呢? (学生:因为他连续5次都摸到红

球,有点可疑。)
③我也觉得有点可疑,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你们想看看吗? (学

生:想。)
教师把盒子打开,里面装的全是红球。
④盒子中全是红球,那如果再去任意摸一个,摸出的还是? (学

生:红球。)
一定吗? (学生:一定。)教师:谁能用一句话来描述这种现象?

(学生:摸出的球一定是红球。)
⑤在这个盒子里可能摸出白球吗? (学生:不可能。)我们又可以

用一句什么话来描述这种现象呢? (学生:摸出的球不可能是白球。)
(2)用“一定”“不可能”说说输的这队摸球情况。
①那这个队怎么一次红球也没摸到呢? 你们又有什么想法?

(学生:我猜里面一个红球都没有。)
②教师把打开盒子,里面全是白球,没有红球。那如果我们再去

任意摸一个,摸出的是什么呢? (学生:摸出的一定是白球。)
③可能摸出是红球吗? (学生:不可能摸出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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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生小结。

我们在第1个盒子里摸出的一定是红球,在第2个盒子里摸出

的不可能是红球,这些现象叫作“确定现象”。我们用“一定”“不可

能”来描述这种确定现象。
[点评:用学生喜欢的比赛形式呈现“摸球”情境,这样更贴近学

生。在活动中,让学生体会“一定”“不可能”,并能用这两个词语描述

确定现象。]

四、联系生活,实践体验

1.说一说,我们身边还有哪些现象是确定现象。

例如: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太阳不可能从西方升起……

2.说一说生活中,哪些是不确定现象。

例如:明天可能下雨,这次考试我可能得一百分……

3.完成数学书第97页试一试。

学生完成后,抽学生说原因。
[点评: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列举和判断哪些事

件的发生是确定的,哪些事件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在描述、思考、讨
论和交流的活动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学生对确定现象和不确定现象

的认识,同时认识到生活中还有许多不确定现象的存在。]

五、巩固升华

1.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

学生同桌为一组,先猜测,再验证自己的猜测是不是正确的,并
让语言描述这种现象。

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

先全班学生说一说游戏规则,再4人为一组,两个学生猜拳,另
外2个学生用语言进行描述,输了的学生换人继续进行。

3.练习二十三第1题。

先让两个学生进行游戏,其他学生再说说现象,并用语言规范的

学生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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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练习二十三第4题。

先让学生判断3个同学说得对不对,再说说还有没有其他说法。

六、全课总结

(1)今天我们共同研究了什么知识? 你有什么收获?
(2)回家后,把身边的一些现象用“一定”、“可能”、“不可能”等词

语描述给爸爸妈妈听。

(四川省宜宾市中山街小学 李娟)

第2课时 不确定现象(二)

【教学内容】

教科书第98页例4,第98~99页课堂活动,练习二十三第2、3、

5、6题。

【教学目标】

1.进一步在活动中体验有些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能用“可能”
描述随机现象。

2.能在具体情境中列举出简单的随机事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所

有的结果。

3.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猜想、分析、判断、推理、归
纳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在操作中体验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性。

2.培养学生的猜想、分析及推理能力。

【教学具准备】

相同的两根绳子,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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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上节课,我们初步体验了不确定现象,你能用“可能”“一定”“不
可能”等词语说说生活中的不确定现象吗?

揭示课题: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不确定现象。(板书

课题。)
[点评:学生对不确定现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复习用“可能”、

“一定”、“不可能”等词语描述生活中的不确定现象,为学习新知识打

下一定的基础。]

二、自主探索,获取新知识

(一)教学例4
1.创设情境,引出问题。

出示两根相同的绳子。
我把这两根相同长的绳子对折后握在手中,如果我把绳子露出

的任意两个头打一个结连在一起,猜一猜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学生可能会说:“不可能结成一根绳”“一定结成了一根绳”“可能

会结成一根绳”。

2.操作交流。

请学生拿出准备好的两根绳子,像刚才那样把绳子露出的任意

两个头打一个结。先由1个学生操作,其他3个学生猜测可能出现

的结果并用语言描述这种现象,最后操作的学生打开手中的绳子,看
看谁的猜测是正确的。在小组内重复做,直到4个同学都做完为止。

3.全班汇报。

(1)刚才我们把绳子露出的任意两个头打一个结连在一起,会出

现几种现象?
实验再现两种情况:
有一根绳自己的两端结在一起了。
第1根绳的一端和第2根绳的一端结在一起了,变成了一根

绳子。
(2)这两种结果我们可以怎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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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连成一根绳子,可能一根绳子自己的两头连在了一起。
(3)能不能说“不可能结成一根绳”“一定结成了一根绳”? 为什

么只能说“可能会结成一根绳”?
[点评:通过小组活动,让学生先猜测,再验证,亲自体验事情可

能发生的所有结果,再通过说一说、议一议加深理解。]

三、巩固练习

1.完成课堂活动第1题。

出示击鼓传花游戏的情况图,让学生猜测“花可能落在谁的手中

呢?”再在活动中让每个学生都感受到花有可能落在每个人的手里。

2.完成课堂活动第2题。

安排学生分组进行游戏。先让学生说说可能出现的现象,再让

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可能套上”“可能套不上”,并能准确地用数学语

言进行描述:“可能套上”。而不能说“一定能套上”或“不可能套上”。
[点评:用学生熟悉的击鼓传花、套圈等游戏,让学生再次在活动

中切实感受到确定和不确定的现象。]

四、全课总结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研究了不确定现象,你知道了些什么?

五、完成练习

1.练习二十三第2题。

先让学生用“一定”“可能”“不可能”描述这4个现象,再请学生

说明原因。

2.练习二十三第5题。

先让学生独立连线,再全班交流,并说明理由。

3.练习二十三第6题。

先让学生独立填空,然后全班集体订正,最后说说哪些现象是不

确定现象,哪些现象是确定现象。
[点评:利用多种练习形式,学生不仅巩固了所学知识,同时使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四川省宜宾市中山街小学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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