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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參選編號：C091 
學科名稱：高中代數 
單元名稱：概率 
教學對象：高二級學生 
教學人數：45 人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了解隨機事件的發生存在著規律 
 律性和隨機事件的概率的意義，了解等可 
 能性事件的概率的意義，會用排列、組合的 
 公式計算一些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 

 
2. 了解互斥事件與相互獨立事件的意義，會用互斥事件的概率加法公式與相互

獨立事件的概率乘法公式，計算一些事件的概率，會計算在 n 次獨立重複事

件中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 
 
3. 使學生認識通過大量重複試驗隨機事件發生與否均呈現一定的規律，這一規

律對人類的生產和生活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人們要發現它、研究它、利用它

為人類服務。 
 

教學重點與難點 

重點： 
1. 隨機事件的概率，等可能事件的概率，互斥事件與相互獨立事件等概念以及

它們計算概率的方法與公式。 
2. 培養學生對各類事件的正確判斷和分析。 
 
難點： 
1. 等可能性事件、互斥事件和對立事件、相互獨立事件以及 n 次獨立重複試驗

等各類事件的正確判斷。 
2. 面對各個實際問題，如何能恰當地運用這些公式計算其概率。 
3. 學生的判斷及分析能力得到實質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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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數 

  9 個教學課時(每課時為 40 分鐘)。 
 

教學創意及特色 

1. 由於概率理性較強又切合實際，所以發揮多媒體的作用，利用錄像把常見的、

生動活潑的事件展示在同學們眼前，從而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增強他們的

理解與想像。 
2. 課室教學版面的設計別樹一格，運用了分區顯示，發揮不同的功效。 
3. 學生親身參與、體會的活動教學，更能體現理論與實際相結合的作用。 
4. 老師做到五多：多演示操作、多製圖、多列舉、多討論、多分析，為學生學

習概率排難解惑。 
5. 為了加強眾多定義的理解，老師採用問題式逐一提問，激發學生的思考，然

後通過討論給予解答，再給出實例讓學生判斷，讓同學們能真正掌握這些概

念的意義。 
 

教學準備 

1. 自制 PowerPoint 軟件一套(附有錄像片段)； 
2. 電腦； 
3. 投影片。 
 

教材架構 

  由於一個課時是 40 分鐘，為了讓同學有更多練習、更多體會與感受，老師

授課要做到精講。以下是每一節課的架構： 
1. 創設問題情景，師生互動作答，從而較自然地引入新課或者講授新課。 
2. 配以適當的錄像或投影片或者師生一起演示操作，加強實際感受，從而容易

領會新鮮知識。 
3. 講授新課中注意嘗試練習。 
4. 鞏固練習，加強理解。 
5. 師生共同小結，總結規律。 
6. 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佈置功課。 
 

教學過程 

  見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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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由於概率這一章書理性與實踐性都較強，所以在教授這一章書時，學生聽課

非常專心，又非常活躍，除了在課內積極參與動手外，還提出很多有趣的問題，

甚至有同學提出計算中六合彩和到葡京賭博贏的機會有多大，從而認識到賭博是

一個風險很大的玩意，絕對不可輕易嘗試。 
 
 所以這章書的設立很具教育意義，既可傳授知識，又可進行思想品德的教育。 
 

反思與建議 

 由於本章書的概念很多，理性較強，概念與概念間不易區分，所以在教學設

計上，構思盡量豐富，形式盡量多樣，比如：問答式、填空式、討論分析、操作

演示等等以加強對定義的理解與區分。又鑒於這章書實踐性題目較豐富，文字較

多，動晝較少，所以這個課件在教學過程應用中，要注意活動教學，讓學生多參

與、多實踐，以達至最好的教學效果。 
 
 對於課件的製作，我們正在學習和摸索當中，且時間緊迫，故有不足之處，

敬希指正。 
 

參考資料 

  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代數(下) 
 

參考書 

1. 南京大學出版社----名師答題‧課課難題大突破‧高二數學 
2.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點擊名師‧高二數學 
3.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點擊名師‧高考數學 
 

課件播放要求 

  最佳播放環境：Office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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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概率 

第一節 

課題：10.5 隨機事件的概率 
 
教學目的 
1. 使學生初步瞭解什麼叫必然事件，什麼叫不可能事件，特別是瞭解隨機事件

及其概率的意義，以及如何求事件的概率的方法。 
2. 使學生瞭解隨機事件的發生是存在著規律性，並且使之為人類服務。 
 
教學重點與難點 
  本節課重點與難點都是隨機事件的概率的定義及其求解方法。 
 
教學準備 
1. 幻燈投影片一份； 
2. 電腦課件一份. 
 
說明 
1. 板面設計； 
2. 凡【】，指教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新課引入。(15’) 
【創設問題情景，師生互動作答，從而比較自然地闡述三種事件的定義。】 
教師引言：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會碰到許多事件。(打出投影片一) 
投影片一： 

在一定條件下必然要發生的事件，叫必然事件。 
在一定條件下不可能發生的事件，叫不可能事件。 
在一定條件下可能發生也可能不發生的事件，叫隨機事件。 

 
 

電腦投影區 
投影區 

板書 

整個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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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以下請同學們看幾段錄像，並作出判斷，哪些是必然事件？哪些是不可能事件？

哪些又是隨機事件？ 
錄像 1：紙飛機在空中飛行 

由於萬有引力定律，紙飛機最後也會跌在地上───必然事件。 
錄像 2：某地冬天雪景，大雪紛飛。 

飛雪落地───必然事件。 
錄像 3：教師辦公室裡熱水箱開水沸騰。 

標準大氣壓下，水的溫度逹到 100°C 時沸騰───必然事件。 
錄像 4：澳門氹仔大橋風光下的海水水面。 
    標準大氣壓下，常溫(25°C)水結冰───不可能事件。 
錄像 5：普通的木造結他 

不論你怎樣用力彈，結他上的五條弦都不會斷───不可能事件。 
錄像 6：張小五在籃球塲打籃球。 
    他投出的球可能入球，也可能不入球───隨機事件。 
錄像 7：陳大文同學投擲硬幣。 
    可能出現正面，也可能出現反面───隨機事件。 
錄像 8：澳門觀光塔的美麗風光。 
    2004 年的 9 月 1 日，可能下雨，也可能不下雨───隨機事件。 
 
2. 概率的定義的引入(統計定義)：(22’) 

(1) 【承上啟下，提出要對隨機事件特別進行研究，其意義何在，作比較

簡潔的討論，並作小結。】 
教師﹕從以上錄像與討論，同學們容易懂得何謂必然事件，何謂不可能事件，

又何謂隨機事件。必然事件與不可能事件容易理解，但是這個隨機事件

也可能發生，也可能不發生，好像不可捉摸，我們為何要討論呢？ 
 

【組織同學討論，教師並作簡明小結】 
老師指出：隨機事件在一次試驗(必須說明何謂一次試驗，指將事件的條件實

現一次)是否發生我們不能事先把握它，但是在大量重複的試驗的

情況下，它的發生與否將會呈現出一定的規律性。這種要呈現的規

律，從來人們都要研究它，利用它，從而為人類服務、造福。 
 

(2) 【為闡述並能讓學生掌握什麼叫隨機事件的概率與求解方法，提出問

題 2 與問題 3。細緻地分析問題 2 並派發問題 3 紙卡，讓同學們思考，

並讓其中一人演板作答。引導同學們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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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對某廠家生產的一批乒乓球進行抽查，結果如下所示：(表格一) 
 

抽取次數 n 50 100 200 500 1000 2000 
優等品數 m 45 92 194 470 954 1902 

優等品頻率
n
m  0.9 0.92 0.97 0.94 0.954 0.951 

 解答：計算出優等品的頻率
n
m

。當抽查的球數很多時，抽到優等品的頻率

n
m (何謂頻率？指優等品的個數 m 與抽取的球數 n 的比)接近於常數 0.95，並

在它附近擺動。那麼這個常數 0.95，我們就說抽查乒乓球得到優等品的概率

是 0.95。就是說，從這一批乒乓球中任意抽取一個，取到優等品可能性是

95%。我們可以說，我們比較相信這個廠家的乒乓球的質量。 
 
問題 3【學生課堂練習】：某射手在同一條件下進行射擊，結果如下表所示(表格

二) 
 

射擊次數 n 10 20 50 100 200 500 
擊中靶心次數 m 8 19 44 92 178 455 

擊中靶心頻率
n
m  0.8 0.95 0.88 0.92 0.89 0.91 

解答﹕【說明：由學生計算頻率
n
m

，並指出那個常數是什麼，並作出事件一

的分析。至於那個常數，有的同學說是 0.90，又有同學說 0.91，或者

其他時，可指出不奇怪，允許取不同的那個常數。但必須再一次闡述，

這個常數是各個頻率接近的常數，並在它附近擺動。因此，這個常數

取大家認識比較統一的數。】 
(3)  給概率下定義： 

隨機事件概率的定義﹕ 

    在大量重複進行同一試驗時，事件 A 發生的頻率
n
m

總是接近

於某個常數，並在它附近擺動，則把那個常數叫做事件 A 的概率，

記作 P(A)。且 1)(0 ≤≤ AP 。 
 
【為了讓學生明瞭概率的定義，可提出問題 4、問題 5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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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上述概率的定義，還為我們提示了求事件的概率的基本方法，這個基本

方法是什麼？ 
解答：進行大量的重複同一試驗，計算這個事件發生的各個頻率，找出比較接近

某數的那個常數。那麼這個常數就是所要求的概率。 
 
問題 5：為什麼有 1)(0 ≤≤ AP ？ 
解答：記隨機事件 A 在 n 次試驗中發生了 m 次，所以 nm ≤≤0 ， 

     各除以 n，
n
n

n
m

n
≤≤

0
， 

     得  10 ≤≤
n
m  

故 1)(0 ≤≤ AP   。 
這說明，不可能事件的概率是 0，必然事件的概率是 1。 
 

3. 小結：(2’) 
本節課，我們學習了何謂必然事件，何謂不可能事件，何謂隨機事件，還學

習了隨機事件的概率的定義與求解方法，請同學們認真掌握。 
 
4. 作業：(1’)P114，練習  1： (1)、(2) 、(3) 、(4)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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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投影區 

板書 

第二節 

課題：10.5 隨機事件的概率------等可能事件性的概率(1) 
 
教學目的 
  使學生瞭解等可能性事件概率的意義，能夠運用排列組合的基本公式計算等

可能性事件的概率。 
 
重點與難點 
  重點是等可能性事件概率的定義與計算公式及其運用。難點是等可能事件概

率的意義與求法。為突破難點，將通過生活實際與生產實際的例子，師生一齊操

作，討論與分析，從而初步體會與理解，並得求解方法。 
 
教學準備 
1. 投影兩份； 
2. 硬幣與骰子各一件； 
3. 電腦製作一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凡【 】是指教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複習：(5’) 

【出示問題 1，複習隨機事件的概率的定義與求法，運用填充法回答，從而

自然地引入新課，求解隨機事件概率的另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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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隨機事件的概率是怎樣定義的？ 

答：大量重複進行同一試驗時，事件 A 發生的頻率
n
m

總是接近某個常數，在它

附近擺動，我們把這個常數就叫事件 A 的概率，記為 P(A)。 
 
老師小結：這種通過求頻率的方式獲得概率的方法，稱謂概率的統計定義。這種

方式要通過大量重複試驗。還有沒有其他方法，不必通過大量重複試

驗，而只要一次試驗獲得概率？回答是肯定的，有。我們今天要介紹：

等可能事件的概率。 
 
2. 引入新課：(33’) 

(1)【通過兩個試驗，演示操作，分析討論，最後上升到理性，何謂基本事件，

何謂等可能事件，何謂等可能事件的概率以及計算方法。並且指出，這種

等可能事件的概率又稱謂隨機事件概率的古典定義，與前面所述隨機事件

概率通過大量重複試驗的結果是一致的。】 
 
試驗 1：投擲硬幣，並記下出現正面向上的次數，並求出頻率。 

【一名學生拋擲硬幣，一名學生演板記錄出現正面的次數，並計算出頻率
n
m

。

讓課堂氣氛活躍，同學有興趣投入，不必擔心頻率
n
m

出入很大。】 

表 1(利用幻燈投影片把表格投影在白板上)： 
【投影片二】 

抛擲次數(n) 2 4 8 12 20 
正面向上次數 
(頻數 m) 

     

頻率
n
m  

     

 
表 2：(歷史上有人作過拋擲硬幣的大量重複試驗獲得的結果) 

抛擲次數(n) 2048 4040 12000 24000 30000 72088 
正面向上次數 
(頻數 m) 

1061 2049 6019 12012 14984 36124 

頻率
n
m  

0.5181 0.5069 0.5069 0.5005 0.4996 0.5021 

 
教師小結：我們看到，當拋擲硬幣的次數很多時，出現正面的頻率值是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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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於常數 0.5，在它附近擺動，所以拋擲硬幣出現正面的概率是
2
1

。 

教師分析：事實上，拋擲一枚均勻的硬幣，可能出現的結果只有 2 個：正面向上，

或者反面向上。由於硬幣是均勻的，可以認為出現這 2 種結果的可能

性是相等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出現“正面向上”的概率是
2
1

。同樣，

出現“反面向上”的概率也是
2
1

。這種分析與前面所述大量重複試驗的

結果是一致的。 
 

試驗 2：拋擲一個骰子，記下落地向上的數是 3 的次數，並求出頻率。【與試驗 1
操作相同】 

表 3 (利用投影片把表格投影在白板上) ： 
【投影片三】 

抛擲次數(n) 6 12 18 24 
落地時向上的 
數是 3 的次數 
(頻數 m) 

    

頻率
n
m  

    

 
教師分析：事實上，拋擲一個骰子，落地時向上的數，可能有 6 種結果，即 1、

2、3、4、5、6。由於骰子是均勻的，可以認為出現這 6 種結果的可

能性都是相等。所以出現每一種結果的概率都是
6
1

。因此，出現落

地向上的數字是 3 的概率是
6
1

。這與大量重複試驗的結果是一致的。 

【此時，出示問題 2，鞏固與加強等可能性結果的思維。】 
 
問題 2：拋擲骰子，骰子落地時向上的數是 3 的倍數的概率是多少？ 
解答：因為向上的數字是 3 的倍數有 2 種情形：3、6。出現這兩種結果的可能性

是相等的，所以出現“向上的數是 3 的倍數”這一事件(記作事件 A)的概率

為
3
1

6
2)( ==AP  

 
【此時，給若干個概念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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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基本事件──指一次試驗連同其中可能出現的每一個結果稱為一個基本事

件。 
 
何謂等可能性事件──如果一次試驗中可能出現的結果有 n 個，而且這 n 個結

果出現的可能性都相等，那麼這個事件稱為等可能性事

件。 
 
如何求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一次試驗中有 n 個基本事件組成，而且這 n

個基本事件是等可能性事件，那麼每一個基

本事件的概率都是
n
1

。如果某個事件 A 包含

的結果有 m 個，那麼事件 A 的概率為

n
mAP =)(  

 

(2) 【出示問題 3，作為新授知識的鞏固練習】 
 
問題 3：【P116，例 2】 

一個口袋內裝有大小相等的 1 個白球和已編有不同號碼的 3 個黑球，從中摸

出 2 個球 
(1)共有多少種不同的結果？ 
(2)摸出 2 個黑球有多少種不同的結果？ 
(3)摸出 2 個黑球的概率是多少？ 
 

解：(1)從裝有 4 個球的口袋內摸出 2 個球共有 62
4 =C 種不同的結果。如下所列： 

白黑 1、白黑 2、白黑 3、黑 1 黑 2、黑 1 黑 3、黑 2 黑 3。 

(2)從 3 個黑球中摸出 2 個球，共有 32
3 =C 種不同的結果，如下所列： 

黑 1 黑 2、黑 1 黑 3、黑 2 黑 3。 
(3)由於口袋內 4 個球的大小相等，從中摸出 2 個球的 6 種結果是等可能性

的。又在這 6 種結果中，摸出 2 個黑球的結果有 3 種，因此從中摸出 2 個

黑球的概率是 

      
2
1

6
3)( ==AP  

答：從口袋內摸出 2 個黑球的概率是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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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結：(1’) 
【概括本節課所授的主要內容，要求大家好好讀書 P115---P116 的例 2 為止】 
 
4. 作業：(1’) 

(1) 認真讀書 P115---P116 的例 2 止 
(2) P120 的習題 10.5：1.(1)、(2)、(3) 

 
 



概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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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三節 

課題：10.5 隨機事件的概率------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2) 
 
教學目的 
  進一步提高學生運用排列組合的基本公式求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的能力。 
 
重點與難點 
  重點是如何計算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難點是面對各種實際問題，如何求解

概率計算公式
n
mAP =)( 中的 n 與 m。為突破這一難點，老師要做到多分析多討

論，多制圖多列舉，注意字母 n 與 m 的形象具體。 
 
教學準備 
  電腦製作一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 】指老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複習：(10’) 
【出示問題 1、2，既有定義回顧，又有等可能性事件求解方法複習。】 
問題 1：怎樣求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 
答：【運用填充法回答】 
如何求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一次試驗中有 n 個基本事件組成，而且這 n

個基本事件是等可能性事件，那麼每一個基本事件的概率都是
n
1

。如果某個事

件 A 包括的結果有 m 個，那麼事件 A 的概率為

________

)(
n
mAP = 。 

 
問題 2：P119 練習：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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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拋擲 2 枚均勻的硬幣 
(1)一共可能出現多少種不同的結果？ 
(2)出現“1 枚正面、1 枚反面”的結果有多少種？ 
(3)出現“1 枚正面、1 枚反面”的概率是多少？ 
(4)有人說，“一共可能出現‘1 枚正面’、‘1 枚反面’、‘1 枚正面，1 枚反面’ 

這 3 種結果，因此出現‘1 枚正面，1 枚反面’的概率是
3
1

．”這種說法對不對？ 

解：(1)將硬幣拋擲一次有 2 種結果，再拋擲一次又有 2 種結果，根據分步計數

原理，將硬幣拋擲 2 次一共有 422 =× 種不同的結果．如下所列： 
(正，正)、(正，反)、(反、正)、(反、反)。 

 
(2)在上面的結果中，出現“1 枚正面、1 枚反面”的結果有 2 種，即(正，反)、

(反、正)。 
 

(3)將 2 枚硬幣先後拋擲，一共有 4 種不同的結果，而且這 4 種的結果是等

可能性的，所以出現“1 枚正面、1 枚反面”的概率是
2
1

4
2)( ==AP  

(4)不對。因為“1 枚正面，1 枚反面”和“1 枚反面，1 枚正面”是不同的兩個結

果，所以有人說的那 3 種結果不是等可能性的，所以概率
3
1

是錯誤。 

 
2. 新課引入(28’) 

【以下舉例，師生共同分析討論，努力讓
n
mAP =)( 中的 n，m 形象具體。當基本

事件總數較多或難以直接列舉時，可利用排列組合等知識求出 n 與 m。】 
 

問題 3：(P116，例 3) 
將骰子先後拋擲 2 次，計算： 

(1)一共有多少種不同的結果？ 
(2)其中向上的數之和是 5 的結果有多少種？ 
(3)向上的數之和是 5 的概率是多少？ 

解：【發卡片給每位同學，學生先思考作答，然後演板，全班討論，給出解答。

正確解答如教科書 P116，例 3 給出。此處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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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P120，習題 10.5：3) 
將一枚硬幣連擲 3 次，出現“2 個正面，1 個反面”和“1 個正面，2 個反面”的概率

是多少？ 
解：將一枚硬幣連擲 3 次，根據分步計數原理一共有 2x2x2=8 種不同的結果，由

於硬幣是均勻的，所以這８種結果是等可能性的。如下所列： 
(正，正，正)、(正，正，反)、(正，反，正)、(正，反，反)、(反，正，正)、
(反，正，反)、(反，反，正)、(反，反，反) 

所以出現“2 個正面，1 個反面”的概率是
8
3)( =AP  

同理，出現“1 個正面，2 個反面”的概率是
8
3)( =BP  

 
問題 5：(P117，例 4) 

【如教科書 P117 的解答講解，此處略。】 
 

問題 6：(P120，習題 10.5：6) 
一年按 365 天計算，兩名學生的生日相同的概率是多少？ 

解：1 名學生的生日有 365 天某一天，所以有 365 種結果，第 2 名學生的生日也

有 365 種結果，根據分步計數原理，一共 365x365=133225 種結果。由於生

日是在 365 天中的某一天這種結果是等可能性的。他倆的生日相同比如都是

6 月 25 日這一天，即(6 月 25 日，6 月 25 日)這種生日相同共有 365 種結果。 
所以他倆生日相同(記為事件 A)的概率是 

365
1

133225
365)( ==AP  

 
3. 小結：(1’) 

本節課主要討論了如何求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注意之處，一要弄清楚所

給問題的可能性結果是否是等可能性的。只有等可能性的才能按
n
mAP =)( 公式

進行計算；二要注意利用排列組合的思想計算 n 與 m。 
 

4. 作業：(1’) 
P120，習題 10.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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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四節 

課題：10.6 互斥事件有一個發生的概率(1) 
 
教學目的 
  使學生初步瞭解互斥事件和對立事件的意義。 
 
重點與難點 
  重點與難點都是對互斥事件與對立事件意義的認識與理解。為突破這些難

點，舉一些正反面實例讓學生作出判斷，然後分析講解。 
 
教學準備 
1. 7 個紅球，2 個綠球，1 個黃球(大小一樣)和一個盒子。 
2. 電腦製作一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 】指老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直接導入新課(36’) 
【由於本節互斥事件內容涉及概念較多，也不易分辯，考慮用問題式逐一提問，

首先激發學生的思考，然後討論式給予解答。再用實例讓學生判斷，從而真正掌

握這些概念的意義。】 
 

問題 1：何謂互斥事件？ 
【老師與學生共同演示操作如下：端出盒子，內裝有 10 個大小相同的小球，其

中 7 個紅球，2 個綠球，1 個黃球，並且板書： 
從盒子摸出一個球，得到紅球，記為事件 A， 
從盒子摸出一個球，得到綠球，記為事件 B， 
從盒子摸出一個球，得到黃球，記為事件 C。 
結合教科書 P125 內容獲得互斥事件的定義】 
答：不可能同時發生的兩個事件叫互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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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何謂彼此互斥？ 
答：如果事件 A1，A2，．．．，Aｎ中的任何兩個都是互斥事件，那麼說事件 A1，

A2，．．．，Aｎ彼此互斥。 
 
問題 3：何謂對立事件？ 
【老師可依照教科書 P125 的內容闡述對立事件的定義與記法，出示題 4 題 5，

對(A)、(B)、(C)、(D)逐一討論，從而可加強對互斥事件與對立事件的認識與理

解。】 
答：兩個互斥事件，其中必有一個發生，這樣的兩個互斥事件叫對立事件。 
 

(1) 問題 4：從 1，2，3，．．．，9 這 9 個自然數中任取兩個數，分別有

下列事件：恰有一個奇數和恰有一個偶數； 
(2) 至少有一個奇數和兩個都是奇數； 
(3) 至少有一個奇數和兩個都是偶數； 
(4) 至少有一個奇數和至少有一個偶數。 

其中為互斥事件的是 
A．(1)   B．(2)(4)   C．(1)(3)   D．(3) 
答：C 正確 
【老師的分析解答： 
A：恰有一個奇數(比如 3)和恰有一個偶數(比如 6)在一次試驗中，不可能同時發

生，所以是互斥事件。 
B：至少有一個奇數(包含了有一個奇數與有兩個奇數兩種情形)和兩個都是奇

數，在一次試驗中，可能同時發生，所以非互斥。 
C：由 B 的分析，知道在一次試驗中，不可能同時發生，所以是互斥事件。 
D：同樣由 B 的分析，在一次試驗中，至少有一個奇數和至少有一個偶數，將可

以同時發生，所以非互斥。】 
 

問題 5：(教科書 P127.練習.1) 
【製成卡片，每位同學派發，然後學生討論作答，再由老師小結】 
判別下列每對事件是不是互斥事件，如果是，再判別它們是不是對立事件。 
從一堆產品(其中正品與次品都多於 2 個)中任取 2 件，其中： 

(1) 恰有 1 件次品和恰有 2 件次品； 
(2) 至少有 1 件次品和全是次品； 
(3) 至少有 1 件正品和至少有 1 件次品； 
(4) 至少有 1 件次品和全是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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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在一次試驗中，它們不可能同時發生，所以是互斥事件。但是它們並不

是必有一個發生，比如恰有 2 件正品發生，所以不是對立事件。 
(2)至少有 1 件次品包含了有 1 件次品和有 2 件次品兩種情形，而全是次品

是 2 件次品情形，在一次試驗中，是同時發生了，所以不是互斥事件。(更
不是對立事件) 

(3)由(2)的分析，在一次試驗中，至少有 1 件正品和至少有 1 件次品可能同

時發生，所以不是互斥事件。 
(4)至少有 1 件次品包含有 1 件次品和有 2 件次品兩種情形，和全是正品(即

2 件正品)，在一次試驗中不可能同時發生，所以是互斥事件，又因為必有

一個發生，所以是對立事件。 
 

問題 6：(P127.練習，2) 
【製成卡片，每位同學派發，討論作答】 
拋擲一個骰子，記 A 為事件“落地時向上的數是奇數”，B 為事件“落地時向上的

數是偶數”，C 為事件“落地時向上的數是 3 的倍數”，判別下列每對事件是不是

互斥事件，如果是，再判別它們是不是對立事件。 
(1) A 與 B     (2) A 與 C     (3) B 與 C. 
 
答：(1)A 與 B，在一次試驗中，事件 A 與事件 B 不可能同時發生，所以是互斥

事件。並且它們必有一個發生，所以是對立事件。 
(2)A 與 C，因為事件 A 可以有 3 這個數，事件 C 也可以有 3 這個數，在一

次拋擲中，同時發生，所以不是互斥事件，也不是對立事件。 
(3)B 與 C，因為事件 B 中可以有 6 這個數，事件 C 中也可以有 6 這個數，

可同時發生，所以不是互斥事件，也不是對立事件。 
 

2. 小結：(2’) 
本節課主要介紹了互斥事件，對立事件的意義。  
何謂互斥事件──不可能同時發生的兩個事件。 
 
何謂對立事件──兩個互斥事件中，必有一個發生的，這樣兩個事件叫對立事

件。 
同學們課後認真讀書 P125 的課文，真正弄懂這些定義的意義。 

 
3. 功課：(2’) 

1. 1 口袋中裝有 3 個白球，3 個黑球，從中任取 2 個球，在下列事件中是對

立事件的為(  ) 
A. 恰有一個白球和恰有兩個白球； 
B. 至少有一個白球和全是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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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至少有一個白球和至少有一個黑球； 
D. 至少有一個白球和全是黑球。 
 

2. P128，習題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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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五節 

課題﹕10.6  互斥事件有一個發生的概率(2) 
 
教學目的 
1. 使學生進一步掌握互斥事件與對立事件的意義。 
2. 使學生掌握互斥事件的概率加法公式和對立事件概率的和等於 1 公式，並能

熟練地運用這些公式計算概率。 
 
重點與難點 
  重點與難點都是互斥事件的概率與對立事件的概率計算公式的運用。為突破

難點，注意培養學生分類討論的思想方法將複雜的事件分解出一系列互斥事件的

和，再利用概率計算公式計算。 
 
教學準備 
  電腦製作 1 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用【】指老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複習(3’) 
題 1﹕何謂互斥事件？何謂對立事件？ 
答﹕【填空式回答】 
何謂互斥事件-----不可能同時發生的兩個事件。 
 
何謂對立事件-----兩個互斥事件，其中必須有一個發生，這樣的兩個互斥事件叫

對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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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入新課(33’) 
【採用問題式進行】 
題 2：何謂事件 A+B？ 
【依照教科書 P125 內容，用實例 “從盒中摸出 1 個球，得到紅球或綠球” 說明】 
答：在一次試驗中，事件 A 或事件 B 中至少有一個發生就表示它發生，記為事

件 A+B。 
 
題 3：如何求事件 A+B 的概率？ 
【依照教科書 P125 內容，用實例“從盒中摸出 1 個球，得到紅球或綠球” 說明，

從而得到一般計算公式】 
答：P(A+B) = P(A)+P(B) 
就是說﹕如果事件 A 與事件 B 互斥，那麼事件 A+B 發生(即 A，B 中有一個發生)

的概率等於事件 A，事件 B 分別發生的概率的和。把這個公式稱謂互斥

事件的概率加法公式。 
一般情形是﹕P(A1+A2+…+An) = P(A1)+P(A2)+…+P(An) 
 
題 4：如何求對立事件的概率？ 
答：根據對立事件的意義， AA + 是一個必然事件，它的概率於 1，又由於 A 和

A 互斥，所以 
           1)()()( =+=+ AAPAPAP  
      或者 )(1)( APAP −= 。 
 
老師小結：今天我們主要學習了互斥事件的概率加法公式和對立事件的概率計算

公式， 
 

互斥事件概率加法公式--- P(A+B) = P(A)+P(B) 
 

對立事件概率計算公式--- 1)()()( =+=+ AAPAPAP  
或 )(1)( APAP −=  

 
題 5：(P126，例 1) 
【解答依照 P126 例 1 講授，此處略】 
 
題 6：(P128，習題 10．6 的第 4 題) 
【製作卡片，學生作答，由一名學生演板，引起全班同學共同討論，得到答案】

某射手在一次射擊中射中 10 環、9 環、8 環的概率分別是 0.24、0.28、0.19，計

算這個射手在一次射擊中： 
(1) 射中 10 環或 9 環的概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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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夠 8 環的概率。 
答：(1) 記“射中 10 環”為事件 A，“射中 9 環”為事件 B，“射中 8 環”為事件 C，

“射中不夠 8 環”為事件 D。 
∵事件 A、B、C 為兩兩互斥事件， 
∴P(A+B)=P(A)+P(B)=0.24+0.28=0.52 
(2) ∵事件 D 與事件(A+B+C)為對立事件 
  ∴P(D) = 1－P(A+B+C)=1－(0.24+0.28+0.19)=1－0.71=0.29 

 
題 7：(P126、例 2) 
【解答依照題 7(P126、例 2)解法 1 與解法 2 講授，此處略。 
注意小結：像例 2 這樣，在求某些稍複雜的事件的概率時，通常有兩種方法：一

是將所求事件的概率化成一些彼此互斥事件的概率的和；二是先去求此事件的對

立事件的概率。】 
 
3. 小結：(3’) 
今天這節課主要學習了兩個計算概率的公式，出示兩個公式。另外，在計算某些

稍複雜的事件的概率時，注意通常有兩種方法，並且第 2 種方法用得好，非常簡

潔明瞭。 
方法一：將所求的事件的概率化成一些彼此互斥事件的概率的和； 
方法二：如果兩件事件恰好是對立事件，可先求此事的對立事件的概率。 
 
4. 功課：(1’) 

P128 習題 10·6 的第 5、第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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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六節 

課題﹕10·7 相互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 
      相互獨立事件及其同時發生的概率(1) 
 
教學目的 
1. 使學生初步瞭解相互獨立事件的意義。 
2. 使學生初步掌握相互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乘法公式與應用。 
 
重點與難點 
  重點是相互獨立事件的概念，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計算。難點是對事件

是否為相互獨立事件的判斷，為突破這一難點，可安排一些獨立事件的正反實

例，讓學生從比較中真正掌握這一概念。 
 
教學準備 
1. 甲壇、乙壇、5 個白球、4 個黑球。 
2. 電腦製作 1 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參致右圖| 
2. 用【】指老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直接引入新課 
【由於本節又有新的概念：相互獨立事件及其概率計算，考慮仍用問題式提問方

式，首先激發學生思考，然後歸納總結，並配以一兩個正反實例讓學生作出

判斷，從而讓學生真正掌握這些概念的意義】 
 
題 1：何謂相互獨立事件？ 
【老師或學生共同演示操作如下：端出兩壇子，分別裝有 3 白 2 黑與 2 白 2 黑的

球。並且板書： 
從甲壇子裏摸出 1 個球，得到白球，記為事件 A；從乙壇子裏摸出 1 個球，得到

白球，記作事件 B。並結合教科書 P129 內容獲得相互獨立事件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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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事件 A(或 B)是否發生對事件 B(或 A)發生的概率沒有影響，這樣的兩個事件

叫做相互獨立事件。 
 

題 2：從 1 至 9 九個數中，依次隨機地取出 2 個數，設事件 A 為“第一次取得奇

數”，事件 B 為“第二次取得奇數”，試問在下列情形下取數時，事件 A 與 B
是否相互獨立﹕(1) 有放回；(2)無放回。 

【給 3 至 5 分鐘學生思考與討論，老師小結】 
答：(1) 有放回情形：第一次取得奇數時，第二次取得奇數的概率為 P(B)=5/9；

若第一次取得偶數時，第二次取得奇數的概率仍為
9
5)( =BP ，由此可

見，事件 A 的發生與否對事件 B 的發生的可能性大小沒影響。因此，

事件 A 與 B 相互獨立。 

(2) 無放回情形：第一次取得奇數時，第二次取得奇數的概率為
8
4)( =BP ；

若第一次取得偶數時，第二次取得奇數的概率為
8
5)( =BP 。很明顯，事

件 A 的發生與否對事件 B 的發生的可能性大小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

事件 A 與 B 不是相互獨立事件。 
 
題 3：何謂事件 A·B？ 
答：“從兩個壇子裏分別摸出 1 個球，都是白球”是 1 個事件，它的發生，就是事

件 A、B 同時發生，記作事件 A·B。 
 
題 4：如何求事件 A·B 的概率？ 
【依照教科書 P129~P130 的內容，從實例“從甲壇乙壇裏分別摸出 1 個球，它們

都是白球”說明。】 
答：P(A·B) = P(A)·P(B) 
這就是說，兩個相互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等於兩個事件發生的概率的積。這

個公式叫相互獨立事件的概率乘法公式。一般情況是： 
P(A1·A2·…An) = P(A1)·P(A2)·…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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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小結：今天我們主要學習了相互獨立事件的意義，乘法公式。 
何謂相互獨立事件----事件 A(或 B)是否發生對事件 B(或 A)發生的概率沒有影

響，這樣的兩個事件叫做相互獨立事件。 
 

相互獨立事件的概率乘法公式----- 
  P(A·B) = P(A)·P(B) 

P(A1·A2·…An) = P(A1)·P(A2)·…P(An) 
 
題 5：(P130、例 1) 
【依照教科書 P130、例 1 解法講授，師生互動討論，此處略。】 
 
2. 功課：(1’) 

(1) P132 練習 3 
(2) P134 習題 10·7 的第 1 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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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七節 

課題：10·7 相互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 
      相互獨立事件及其同時發生的概率(2) 
 
教學目的 
1. 使學生進一步掌握相互獨立事件的意義。 
2. 使學生掌握相互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乘法公式，能熟練地應用乘法公式

計算概率。 
 
重點與難點 
  重點與難點都是判斷所給事件為何類事件，並用相應公式求其概率。 
 
教學準備 
  電腦製作 1 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用【】指老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複習：(18’) 
題 1：何謂相互獨立事件？相互獨立事件的概率乘法公式是什麼？ 
【填空式回答。】 
何謂相互獨立事件----事件 A(或 B)是否發生對事件 B(或 A)發生的概率沒有影

響，這樣的兩個事件叫做相互獨立事件。 
 
相互獨立事件的概率乘法公式----- 

  P(A·B) = P(A)·P(B) 
P(A1·A2·…An) = P(A1)·P(A2)·…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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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2：(P132  練習 1) 
【製作卡片，每位同學派發 1 張，由學生思考作答，由一名學生演板，師生討論

給出解答。】 
一個口袋內裝有 2 個白球和 2 個黑球，把“從中任意摸出 1 個球，得到白球”記作

事件 A，把“從剩下的 3 個球中任意摸出 1 個球，得到白球”記作事件 B；那麼，

在先摸出白球後，再摸出白球概率是多少？在先摸出黑球後，再摸出白球的概率

是多少？這裏事件 A 與事件 B 是相互獨立的嗎？ 

答：在先摸出白球後，再摸出白球的概率
3
1)( =BP ；在先摸出黑球後，再摸出白

球的概率
3
2)( =BP 。顯然，事件 A 的發生與否對事件 B 的發生的可能大小

有著直接的影。因此，事件 A 與 B 不是相互獨立事件。 
 
題 3：(P132 練習 3) 
某一射手射擊一次，擊中目標的概率是 0.9，他連續射擊 4 次，且各次射擊是否

擊中相互之間沒有影響，那麼他第 2 次未擊中，其他 3 次都擊中的概率是多少﹖ 
解答：∵各次射擊是否擊中相互之間沒有影響，∴2 次射擊是否擊中事件是相互

獨立事件。記撃中目標事件為 A，P(A)=0.9，那麼未擊中目標的概率

1.09.01)(1)( =−=−= APAP  
    ∴他第 2 次未擊中，其他 3 次都擊中的概率為 
        )()()()()( APAPAPAPAAAAP ⋅⋅⋅=⋅⋅⋅  

              
0729.0

9.09.01.09.0
=

×××=
 

 
2. 新課引入﹕(21’) 

(1) 題 4：(P131、例 2 ) 
【依照 P131、例 2 解答講授，此處略。】 

 
【出示題 5、題 6，對最近所學等可能性事件、互斥事件、相互獨立事件作一簡

單回顧，學會利用定義區別，從而正確作出判斷，利用所學概率公式計算概率。】 

題 5﹕甲、乙兩人自行破譯了一個密碼，他們能譯出的概率分別為
3
1

和
4
1

，求﹕ 

(1) 兩人都譯出密碼的概率； 
(2) 恰有一人譯出密碼的概率； 
(3) 至少有一人譯出密碼的概率。 
【給 3 至 5 分鐘學生們思考與討論，老師小結解答。】 

答：(1) 設事件 A1 為“甲譯出密碼”，且 P(A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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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A2 為“乙譯出密碼”，且 P(A2)= 
4
1

， 

由於甲、乙兩人是自行破譯密碼，所以 A1 和 A2 為相互獨立事件，所以由概率乘

法公式得 

          
12
1

4
1

3
1

)()()( 2121

=⋅=

⋅=⋅ APAPAAP
 

     
(2) 恰有 1 人譯出密碼，指甲碼譯密碼，乙未破譯密碼，或者甲未破譯

密碼，乙破譯密碼，所以每一種情形是相互獨立事件，而這兩種情

形不可能同時發生，又是互斥事件，所以得 

(3)   

12
5

4
1)

3
11()

4
11(

3
1

)()()()()()( 21212121

=⋅−+−⋅=

+⋅=⋅+⋅ APAPAPAPAAPAAP
  

(3)至少有一人譯出密碼指有 1 人破譯密碼和有 2 人破譯密碼兩種情形。有 1 人

破譯密碼正是(2)中所述，有 2 人破礋密碼正是(1)中所述；它們不可能同時發

生，所以又是互斥事件，所以得 

   

[ ]

2
1

12
1

12
5

)()()( 212121

=+=

+⋅+⋅ AAPAAPAAP
  

 
這種求解方法是所謂直接求法。還有一種方法是求這個事件的對立事件的概率，

所謂逆向思維的方法，我們稱為間接方法。 
∵至少有 1 人譯出密碼的這個事件的對立事件是兩個人都破譯不出密碼，兩人破

譯不出密碼又是相互獨立事件，所以有 

     
2
1)

4
11)(

3
11()()()( 2121 =−−== APAPAAP   

   所以至少有一個人破譯密碼的概率是 

      
2
1

2
11)(1 21 =−=− AAP  

 
題 6：在一副撲克牌(52 張)中，有“黑桃、紅心、梅花、方塊”這四種花色的牌各

13 張，從中任取 5 張，求下列事件的概率﹕ 
(1) 取得 3 張方塊 2 張梅花； 
(2) 恰有 4 張同花色。 
【製成卡片，每人派發 1 張，學生求解，由一兩人演板，師生討論作答。】 

答：(1) 從 52 張中任取 5 張，共有 5
52C 種結果，所有這些結果是等可能性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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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屬於等可能性事件。其中取得 3 張方塊 2 張梅花結果的有

2
13

3
13 CC ⋅ ，所以所求概率為 

5
52

2
13

3
13)(
C

CC
n
mAP

⋅
==  

(2) 同(1)分析，所以所求概率為 

5
52

1
39

4
134

)(
C

CC
n
mBP

⋅⋅
==  

 
3. 功課(1’) 
(1) P134 習題 10·7 中的 2(1、2) 
(2) P146 複習參考題十、B 組的第 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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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八節 

課題﹕10·7 相互獨立事件同時發生的概率 
       獨立重複試驗 

 
教學目的 
1. 使學生瞭解獨立重複試驗的意義。 
2. 使學生掌握如何計算事件在 n 次獨立重複試驗中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 
 
重點與難點 
  重點是獨立重複試驗的概率的計算。難點是對 n 次獨立重複試驗的判斷。為

突破難點，注意把獨立重複試驗的意義搞清楚。 
 
教學準備 
  電腦製作 1 件，。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用【】指老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引入新課(37’) 

(1) 【出示題 1，題 2。題 1 是對相互獨立事件的概率計算的複習，題目 2 則

是新課：獨立重複試驗的提出，從而引入 n 次獨立重複試驗的意義與概

率計算的方法。】 
 
題 1：某射手射擊 1 次，擊中目標的概率是 0.9，他連續射擊 4 次，且各射擊是

否擊中相互之間沒有影響，那麼，他第 4 次未撃中，前三次都擊中的概率

是多少？ 
【提問學生作答】 

解答：∵4 次射撃是相互獨立事件，∴第 4 次未擊中，前三次都擊中的概率是

0729.01.09.09.09.0
)()()()()(

=×××=
= APAPAPAPAA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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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2：某射手射擊 1 次，擊中目標的概率是 0.9，他射擊 4 次恰好擊中 3 次的概

率是多少？ 
【注意，題 2 與題 1 好似類似，但實際上是不同的；題 1 前 3 次都要擊中；而題

2 並沒有規定那 3 次擊中目標，它是 4 次射擊恰好擊中 3 次各種情形的總和，

而且各種情形互斥，又要依照互斥事件的概率加法公式求解。教學中注意提問

學生，弄清楚題 2 與題 1 的相同之處與不同之處，從而讓學生容易接受題 2 的

解答。】 
解答：【依照教科書 P132~133 內容講授，此處略。】 

 
(2) 【通過題 2 的教學，提出獨立重複試驗的意義及其計算 n 次獨立重複試

驗中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計算方法。】(5’) 
老師小結：4 次射擊可以看成進行 4 次獨立重複試驗。 

 
【此時出示定義，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一般地，n 次獨立重複試驗又稱貝努裏(Bernoulli)試驗，指在相同條件

下：○1每次的試驗結果只有兩種 A 與 A ； 
○2每次試驗之間是相互獨立的，也就是某次試驗的結果不影響另一次試

驗的結果。 
在滿足上述條件的前提下，如果某事件在 1 次試驗中發生的概率為 P，那麼

在 n 次獨立重複試驗中這個事件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是 

knkk
nn PPCkP −−= )1()(  

 
(3) 【出示題 3、題 4，作為學習 n 次獨立重複試驗知識的鞏固練習】(16’) 

 
題 3：（P133，例 3） 
【依照 P133，例 3 的解講授，此處略。】 
 
題 4：(P135，習題 10.7 的第 10 題) 
某一批蠶豆種籽，如果每一粒發芽的概率為 90%，播下 5 粒種籽，計算﹕ 
(1)其中恰有 4 粒發芽的概率； 
(2)其中恰有 2 粒未發芽的概率。 
解答：【由學生解答，且請一名演板，全班討論。】 

(1) 記“播下一粒種籽，結果發芽”為事件 A，∴P(A)=0.9 
    所以，5 粒種籽恰有 4 粒發芽的概率是 

3281..01.09.05

)1()4(
4

4544
55

≈××=

−= −PP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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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恰有 2 粒未發芽的概率是 

0729.01.09.010

)1()3(
23

3533
55

=××=

−= −PPCP
 

或者，記“播下一粒種籽，結果未發芽”為事件 B，且 P(B)=0.1，所以 

0729.09.01.010

)1()2(
32

2522
55

=××=

−= −PPCP
 

2. 小結：(2’) 
本節課主要介紹 n 次獨立重複試驗的意義及其如何求解 n 次獨立重複試驗中

這個事件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的計算方法：【出示前面電腦關於獨立重复試

驗的意義部分】請同學們認真掌握。 
 

3. 功課：(1’) 
1. P134，練習：第 1 題；   2. P135，習題 10.7：第 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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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白板 

電腦投影區 板書 

第九節 

課題：隨機事件的概率的小結與複習 
 
教學目的 
1. 使學生進一步瞭解隨機事件的發生存在著規律性和隨機事件的概率的意

義，瞭解等可能性事件的概率的意義，會用排列、組合的公式計算一些等可

能性事件的概率。 
2. 瞭解互斥事件與相互獨立事件的意義，會用互斥事件的概率加法公式與相互

獨立事件的概率乘法公式計算一些事件的概率，會計算，在 n 次獨立重複事

件中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 
3. 對第 1、第 2 點的要求進一步熟練。 
 
重點與難點 
  重點是在教學目的要求第 1、第 2 點上進一步熟練。難點仍是對等可能性事

件，互斥事件和對立事件，相互獨立事件以及 n 次獨立重複試驗各類事件的正確

判斷。 
 
教學準備 
  電腦課件一份。 
 
 
 
 
 
說明 
1. 版面設計 
2. 凡【】，指教師授課意圖。 
 
教學過程 
1. 概念與公式的回顧(12’) 
【出示電腦課件，旨在讓同學們對最近所學的事件的概率有比較清晰的認識與理

解，從而正確運用相關公式計算概率】 
(1) 實際生活中所遇到的事件包括必然事件、不可能事件和隨機事件。隨機

事件在現實世界中是廣泛存在的。在一次試驗中，事件是否發生雖然帶

有偶然性，但是大量重複試驗下，它的發生呈現出一定的規律性，即事

件發生的頻率是接近於某個常數，在它附近擺動，這個常數就叫做這一

事件的概率。我們稱它為隨機事件的概率的統計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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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概率的計算中，通常將一個事件的頻率的穩定值近似地作為它的概

率。但某些事件，也可以直接通過分析未計算其概率，如果一次試驗中

共有 n 種等可能出現的結果，其中事件 A 包含的結果有 m 種，那麼事件

A 的概率
n
mAP =)( 。我們稱它為隨機事件的概率的古典定義。 

(3) 不可能同時發生的兩個事件叫做互斥事件。當 A，B 是互斥事件時，

P(A+B)=P(A)+P(B) 
其中必有一個發生的兩個互斥事件叫做對立事件。當 A，B 是對立事件，

P(B)=1-P(A) 
 
(4) 如果一個事件是否發生對另一個事件發生的概率沒有影響，那麼這兩個

事件叫做相互獨立事件。當 A，B 是相互獨立事件時，

P(A‧B)=P(A)‧P(B)。 
 

(5) 如果事件 A 在一次試驗中發生的概率是 P，那麼它在 n 次獨立重複試驗

中恰好發生 k 次的概率為 knkk
nn PPCkP −−= )1()(  

 
2. 學習如何求事件的概率的注恴點。(2’) 

(1) 對於上述計算公式，要注意運用它們的前提條件。例如，只有對等可能

性事件 A 來說才能運用公式
n
mAP =)( ；只有對於互斥事件 A 與 B 來說，

才能運用公式 P(A+B)=P(A)+P(B)；只有對於相互獨立事件 A 與 B 來說，

才能運用公式 
P(A‧B)=P(A)‧P(B)等等。 

(2) 注意體會解決一些應用題的思考方法。正向思考時要善於將複雜的問題

進行分解，如果兩個事件對立時，注意運用逆向思考的方法。 
 

3. 例題分析與求解： (25’) 
題 1：(P144，第 17 題中的第 1 小題) 

從裝有 2 個紅球和 2 個白球的口袋中任取 2 個球，那麼互斥而不對立的兩

個事件是(   ) 
(A)至少有 1 個白球，都是白球。 
(B)至少有 1 個白球，至少有 1 個紅球。 
(C)恰有 1 個白球，恰有 2 個白球。 
(D)至少有 1 個白球，都是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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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C)是對的。【學生回答】 
因為恰有 1 個白球與恰有 2 個白球，不可能同時發生，所以它們互斥。但

並不是兩者一定有一個發生，還可能恰有 2 個紅球。因此，它們不對立。 
 

題 2：(P144，第 21 題) 
有五根細木棍，它們的長度分別 1，3，5，7，9(Cm)，從中任取 3 根，它們能搭

成一個三角形的概率是多少？ 
 
解答：【學生回答】 

由五根棍從中任取 3 根共有 3
5C 種不同的結果，由於這五根細木是均勻的，所以 3

5C

種結果是等可能性的。而能組成一個三角形的則有(注意三角形的兩邊之和大於

第三邊定理) 
  (3，5，7)、(3，7，9)、(5，7，9) 

三種情形，所以所求概率為 

10
33)( 3

5

===
Cn

mAP  

 
題 3：一年以 365 天計，甲、乙、丙三人恰有兩人同一天過生日的概率是多少？ 
解答：【師生討論作答】 
1 人的生日有 365 天的某一天，所以有 365 種結果。另 1 人的生日也有 365 種結

果。根据分步計數原理，所以一共有 365x365=3652 種結果，而且這些不同的結

果是等可能性的。甲、乙、丙三人恰有兩人同一天過生日有 2
3C 種情形，即(甲、

乙)，(甲、丙)、(乙、丙)。在每一種情形裏，如甲、乙同一天生日又有(1 月 1 日，

1 月 1 日)，(1 月 2 日，1 月 2 日)，…，365 種不同的結果。所以所求的概率是 

365
3

365
365

)( 2

2
3 =
⋅

==
C

n
mAP  

 
題 4：9 個國家足球隊中有 3 隊來自亞洲國家，抽籤分成甲，乙，丙三組(每組 3

隊)進行預賽，試求： 
(1) 三個組各有 1 個亞洲隊的概率； 
(2) 至少有兩個亞洲隊分在同一組的概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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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師生討論作答】 

(1) 先把 3 個亞洲國家隊分給甲，乙，丙三組，每組一個隊有 3
3A 種分法。

比如 3 個亞洲國家隊為中，日，韓，就有： 
甲組   乙組   丙組 
中    日    韓 
中    韓    日 
日    中    韓 
日    韓    中 
韓    中    日 
韓    日    中 

其餘 6 隊平均分給甲，乙，丙三組共有 2
2

2
4

2
6 CCC 種分法，故共有 2

2
2
4

2
6

3
3 CCCA

種分法。而 9 個國家足球隊抽籤分成甲，乙，丙三組(每組 3 隊)的分法種

數是 3
3

3
6

3
9 CCC ，所以所求的概率為 

28
9)( 3

3
3
6

3
9

2
2

2
4

2
6

3
3 ==

CCC
CCCA

AP 。 

(3) 因為事件“至少有兩個亞洲隊分在同一組”與事件“三個組各有一個

亞洲國家”是對立事件，所以至少有兩個亞洲隊分在同一組的概率是 

28
19

28
91)(1 =−=− AP  

 
題 5：有一擺地攤的賭主，其中有一布袋，內裝有 8 個黑球和 8 個白球，除顏色

不同外，球的形狀、大小、質量都相同，他規定：凡願摸彩者，每人交 1 元可摸

一次奬，要求一次(或數次)從口袋中共摸出 5 個白球，奬勵 20 元；若摸出 4 個

白球，奬勵 2 元；若摸出 3 個白球，奬勵 5 角，求 
(1) 摸一次彩就能獲 20 元奬勵的概率？ 
(2) 摸一次彩就能獲 2 元奬勵的概率？ 
(3) 摸一次彩就能獲 5 角奬勵的概率？ 
(4) 一天 1000 人次摸彩，賭主可淨賺多少？ 

解答：【制成卡片，每人 1 張，學生自做。課堂完成不了，課外完成，作為功課，

要交。】 

(1) 從 16 個球中任取 5 個，共有 5
16Cn = 種不同的結果，由於球是均勻的，所

以每種的結果發生是等可能性的。設事件 A 為“摸到 5 個是白球”，則

5
8Cm =  

63
3 =

⎪
⎪
⎪
⎪

⎭

⎪⎪
⎪
⎪

⎬

⎫

A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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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 5

16

5
8 ==∴

C
C

AP  

(2)  設事件 B 為“摸到 4 個是白球 1 個是黑球”，則 1
8

4
8 CCm =  

39
5)( 5

16

1
8

4
8 ==∴
C

CC
BP  

(3)  設事件 C 為“摸到 3 個白球 2 個黑球”，則 2
8

3
8 CCm =  

39
14)( 5

16

2
8

3
8 ==∴
C

CC
CP  

(4)  1000 人次摸彩，獲 5 角人次的為 359
39
141000 =× (人次) 

獲 2 元人次的為 128
39
51000 =× (人次) 

獲 20 元人次的為 13
78
11000 =× (人次) 

所以攤主共須支出約： 5.695132012823595.0 =×+×+× (元) 
∴攤主净賺 1000-695.5=304.5(元) 

 
4. 功課：(1’) 

P114~P115 的第 20、22、25 題； 
P146 的第 10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