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可能性

（一）单元教学目标

1. 在具体情境中，使学生进一步感受简单的随机现象。

2. 能列出简单的随机现象中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是在学生知道某些现象是确定现象，包括一定要发生的现象和不可

能发生的现象，而有些现象是不确定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确定现象中所

在可能发生的结果。

本单元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4个例题及多数习题的选材都是学生熟悉

的情境。通过这些具体情境，进一步让学生感受生活中简单的随机现象。在感

受随机现象的同时，例 1、例 2让学生初步了解不确定现象中有多种可能发生的

结果，例 3、例 4涉及分类标准变化，分类结果改变问题，需要学生列出这些随机

现象中所有的可能性结果。

[单元教学重点] ①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情境，进一步感受简单的随

机现象。②让学生列出简单的随机现象中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单元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列出简单的随机现象中所有可能发生的

结果。

（三）单元教学建议

1. 应用学生的生活经验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感受简单的随机现象

对五年级的学生而言，理解随机现象尤其是要列出其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

一定的难度，因此教师要借助学生熟悉的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应用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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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来理解随机现象。除了教材中用到的一些生活素材以外，教师还可以结合

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用抽奖等事例帮助学生进一步感受简单的随机现象。

2. 引导学生学会借助分类等数学思想，列出简单的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所

有可能性

对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初次接触“可能性”的最大障碍是用确定性的数学

思维方式（如结果唯一），去观察或认识不确定现象。这就要求教师利用分类等

数学思想引导学生，不重复、不遗漏地列出简单的随机现象结果发生的所有可能

性，并能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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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可能性”安排了4个例题、2个课堂活动和1个练习，主要引导学生根

据自身实际生活经验，感受生活中简单的随机现象，并能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

建议用3课时教学：第1课时，教学例1、例2，完成课堂活动第1，2题；第2课时，教

学例3、例4，完成课堂活动第1，2题。第3课时，教学练习二十六第1，2，3题，课

堂活动安排练习二十六第4，5题。

★ 例 1以班级足球比赛为背景，通

过比赛前两个同学的对话，让学生直观

感受并判断“哪个班先开球”的可能性。

★ 例 2在例 1直观感受、判断可能

性的基础上，以学生熟悉的“用抽签的

方式选代表”为素材，引导学生列出所

有可能的结果。

★课堂活动安排了两个题，目的是

及时巩固所学知识。第 1题，具有较强

的活动性，并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

范例。通过等分的转盘（三等分、四等

分），让学生感受指针转到不同位置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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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题的重点是引导学生描述可

能性的结果。可分小组先讨论，再口述，

教师注意及时评讲，不一定要求学生一

开始就说得很完美，对说得相对完善的

学生应给予鼓励。

★ 例3进一步引导学生感受简单的

随机现象，列出按不同分法，各有哪些可

能发生的结果（通过互动交流）。

★ 例 4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教学

时，可引导学生用列表的方法完成（不要

求学生自己列，教师引导，大家讨论），如

小强第 1，小刚、小明可分列第 2和第 3；
然后……（如下表）。注意各横行三人的

排序不同。每一横行的排序，就是可能

出现的一种比赛结果。

★课堂活动安排了两个题，目的是

进一步帮助学生对例 3、例 4的理解。具有较强的活动性，学生可分组先讨论再完成填空。

教师还可根据具体情况，引导学生试一试除所填的三种情况外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并对结论

加以验证。

第1
小强

小强

小刚

……

第2
小刚

小明

……

……

第3
小明

小刚

……

……

136



各单元教科书说明和教学建议

★第 2题较第 1题难，且具有一定

的开放性。一方面使学生感受数学与

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学生通

过亲自实践，感受较复杂情境中随机现

象及可能的结果。

★练习二十六安排了 5道题，题目

设计形式多样，贴近学生生活，围绕学

习和巩固“可能性”展开。

★第 1题的目的是通过试一试，使

学生感受“每个同学都有可能去”。

★第 2题与第 1题类似，复习和巩

固例1所学知识。

★第 3 题复习和巩固例 2 所学知

识。首先应向学生介绍什么是骰子，其

次掷得的点数的可能性与骰子上的数

字大小无关，并指导学生分析所有可能

的结果。

★第4题目的是关注学生能否列出

简单的随机现象中所有可能发生的

结果。

★第5题重要的是强调“是用抽签方式决定走哪条路。”通过此题，主要是复习巩固所

学知识，教师可教给学生用一条线段表示一种交通方式的方法，进而找出“有多少种方式可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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