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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试卷中“统计与概率”试题的比较分析
———以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理科试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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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统计与概率”是高考试卷中一个独立的

考查领域．随着新课程改革实施的不断深入，
试卷结构的不断完善，统计与概率的 考 查 也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题型和规律．从宏 观 视 角

看，２０１２年（以 后 简 称１２年）全 国 使 用 的 有

１８套理科试卷，其中新课标卷１套、大纲卷１
套、省（市）卷１６套；２０１３年（以 后 简 称１３
年）使用的有１９套理科试卷，其中新 课 标 卷

两套、大纲卷１套、省（市）卷１６套．这些试卷

的整体结构变化不太明显，但是从深 层 次 的

角度比较分析，就会发现每一年的试 卷 无 论

是在试题的呈现上，还是知 识 点、数 学 能 力、
数学思想等方面的考查上，都存在着 一 定 的

差异．因此，比较分析试题对教学和研究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为探究高考试卷中“统计与概率”方面试

题的规律和特点，给教学和高考复习 提 供 良

好的建议和指导，已有的研究者们从 不 同 的

视角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一 定 的 研

究结果．其主要特点：一是研究课程改革后的

高考试题中，“统计与概率”所考查的主要内

容和试题呈现的规律及特点，并结合 具 体 案

例进行了分析［１］；二是 针 对 某 一 年 某 一 套 试

卷中，从知识考点的角度对试题进行解析，总
结所考查的重难点［２］；三 是 对 某 一 年 的 所 有

高考试题，从分值、题型、知识 考 点 等 进 行 统

计、整理、分析，得出考 查 的 规 律 和 特 点［３－４］．
以上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试题的横向 研 究，为

了对高考试卷中“统计与概率”所考查的内容

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对涉及“统计与概率”内容的１２年全国１８套

理科试卷中的５５道试题和１３年 全 国１９套

理科试卷中的５４道试题进行比较分析，探索

试题的分布规律和特点．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１２年 全 国１８套 理 科 试 卷 和

１３年全国１９套 理 科 试 卷 中 关 于“统 计 与 概

率”方面的１０９道试题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

分析法进行研究．主要把近两年此类 试 题 放

在一起，从４个维度找出其异同，以把握试题

所特有的质的规定性，从而揭示高考中“统计

与概率”试题呈现的规律［５］．本文选择的４个

维度是：试题背景、知识单元、知识考点、思想

方法．在研究中，以表格和图表的表征方式揭

示其特点．
３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３．１　试题背景维度

高考试题都是以一定的情景状态为载体

来呈现．由于“统计与概率”自身与实际生活

有着天然的联系性，试题就紧紧抓住 这 一 属

性来表征，从而达到考查的 目 的．研 究 发 现，
试题在背景维度主要体现在５个方 面：生 活

背景、教育背景、商业背景、体育背景、数学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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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经统计分析，其１０９道试题背景情况如表 １所示．

表１　试题背景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试题背景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数学背景 １３　 ８　 ２　 ２３　 １０　 １０　 １　 ２１
生活背景 ７　 １　 ６　 １４　 ２　 ６　 ８　 １６
教育背景 ２　 ３　 ２　 ７　 ７　 １　 ２　 １０
体育背景 ２　 １　 ３　 ６　 ０　 １　 ２　 ３
商业背景 １　 ０　 ４　 ５　 ０　 ０　 ４　 ４
总　　计 ２５　 １３　 １７　 ５５　 １９　 １８　 １７　 ５４

　　由表１可知：两年的试题均围绕生活背

景、教育背景、商业背景、体育背景、数学背景

５个 方 面 进 行 考 查，总 体 分 布 稳 定．数 学 背

景、生 活 背 景 是 主 要 的 试 题 背 景 来 源，１２年

占此类总题数的６７．３％，１３年占６８．５％，数

学背景的试题主要分布在选择和填 空 题 中，
而生活背景的试题两年分布不太均衡，１２年

主要分布在选择题和解答题上，１３年主要分

布在填空题和解答题上．体育背景和 商 业 背

景出现的比例不大，分布在解答题中．教育背

景的试题呈现上升的趋势，１２年３种题型分

布相当，１３年 主 要 分 布 在 选 择 题 和 解 答 题

中．从纵 向 看，１３年 的 选 择 题 中“统 计 与 概

率”方面的试题减少，而填空题略有增加．
试题的呈现都是 基 于 一 定 的 背 景，可 以

使学生经历从身边熟悉的情景中建立数学模

型，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从而考查学生对试题中语言的理解、对 题 意

的分析能力，考查学生掌握数学知识 的 牢 靠

程度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进 而

通过高考试题这一维度，逐渐地引导 学 生 学

习真正 有 用 的 数 学．例 如，１２年 新 课 标 卷 第

１８题，以商业为背景将函数和“统计与概率”
结合在一起，对函数思想及模型、离散型随机

变量、分布列、期望等知识点进行考查．１３年

北京卷第１６题，以生活中最关心的空气质量

为背景，将统计、概率的相关知识渗透到其中

进行考查．这种考试的动向，启示在实际的教

学中，教师 应 该 从 学 生 的 生 活 实 际 出 发，将

“统计与概率”的知识渗透到生活中，培养学

生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６］．
３．２　知识单元维度

数学知识体系中，将 知 识 结 构 分 为 知 识

领域、知识单元、知识点．知识 单 元 是 知 识 领

域下的一个知识单位，它有相对独立 的 知 识

概念、思想方法、经典案例等，是 建 构 一 个 知

识结构的关键要素，在一个知识结构 中 起 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依据《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实验）》中对“统计与概率”知识领域

的划分，将其知识单元划分 为 统 计、概 率、计

数原理３个部分．据此研究这３个知识单元

在高考试卷中分布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知识单元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知识单元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概　　率 ５　 ３　 １６　 ２４　 ３　 ６　 １７　 ２６
计数原理 １４　 ８　 ０　 ２２　 ６　 １１　 ０　 １７
统　　计 ６　 ２　 １　 ９　 １０　 ４　 ４　 １８
总　　计 ２５　 １３　 １７　 ５５　 １９　 ２１　 ２１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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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统计、概率、计数原理均是

１２年、１３年 试 题 中 考 查 的 重 点 内 容，３种 知

识单元在选择题、填空题中均进行了考查，但
计数原理在 解 答 题 中 没 有 直 接 考 查．从 表２
发现，概 率 是 各 类 题 型 中 考 查 的 重 点，１２年

占此类试题数的４３．６％，１３年占４２．６％；计

数原理虽然只在选择和填空题中进 行 考 查，
但１２年所占此类 试 题 数 的４０％，１３年 略 有

下降，占２７．８％；统计方面的变化较大，１２年

主要分布在选择和填空题中，１３年在３种题

型的考查中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１６．４％
上升到２９．５％．可 以 看 出，概 率 方 面 的 试 题

增幅不变、计数原理方面的题量下降，统计方

面的题量上升．从纵向看，选 择 题 从１２年 此

类题量的４５．５％ 下降 到１３年 的３１．１％，填

空 题 从 １２ 年 的 ２３．６％ 上 升 到 １３ 年 的

３４．４％，解答题从１２年 的３０．９％ 上 升 到１３
年的３４．４％．

试题是基于一定 的 知 识 单 元 命 制 的，也

是用于检查考生掌握知识单元水平高低的有

效工具，试题在考查知识单元的变化，反映了

人们对知识单元在数学结构中地位的认知差

异，从题量的角度看出，概率仍是“统 计 与 概

率”方面考查的重点，统计方面的考查容量逐

渐上升，在教学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同时计

数原理以新的面貌渗透到其他类型的试题当

中，体现出从独立的知识单元的考查 向 综 合

的知识单元考查过度，这样的特点在１２年的

试题中不太明显，但在１３年的试题中变化明

显．如新课标２卷 第１９题、北 京 卷 第１６题、
江苏卷第６题、四川卷第１８题 等，不 仅 在 解

答题中出现，而且在选择题和填空题 中 也 出

现．从题量看，由５５道 题 上 升 到６１道 题，综

合性的特色不断强化，可以更好的考 查 统 计

与概率的综合能力，启示我们在教学 实 践 中

更要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３．３　知识考点维度

知识考点也就是 考 试 知 识 点，通 常 称 为

“考点”，一般是根据考试内容、性质和考核要

求的层次而确定的，包含数 学 概 念、定 义、命

题、定理、性质、公理、法 则 等，是 知 识 单 元 的

核心要素．知识考点是高考中考查内 容 的 具

体 体 现，知 识 考 点 是 考 试 命 题 的 依 据 和 保

障［７］．为了对知识考点 有 更 全 面 的 认 识 和 掌

握，通过梳理、统计归纳出“统计与概率”方面

有１３个知识考点（见下表３和图１）．

表３　知识考点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知识考点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计数原理、排列组合 ９　 １　 ５　 １５　 １　 ５　 ５　 １１
二项式定理 ３　 ７　 ０　 １０　 ５　 ５　 ０　 １０

随机抽样 １　 ３　 ３　 ７　 ６　 ２　 ４　 １２
频率分布（表、直方图、折线图）、茎叶图 ２　 ０　 ２　 ４　 ５　 １　 ３　 ９

众数、平均数、中位数、标准差、极差 ４　 ０　 ０　 ４　 ３　 ２　 １　 ６
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性、回归方程 ０　 １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假设检验、正态分布 ０　 １　 １　 ２　 ０　 ０　 １　 １
频率、频数、样本、总体 ３　 １　 ３　 ７　 ４　 １　 ４　 ９

随机事件概率 １　 １　 ７　 ９　 ０　 １　 １２　 １３
古典概率 ２　 ２　 ９　 １３　 １　 ３　 １２　 １６
几何概率 ４　 ０　 ０　 ４　 ３　 ２　 ０　 ５

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列、期望 １　 ０　 １７　 １８　 ２　 ０　 １４　 １６
独立重复实验、二项分布 ０　 ０　 ４　 ４　 ０　 ０　 ３　 ３

总　　　计 ３０　 １７　 ５２　 ９９　 ３０　 ２２　 ５９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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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知识考点比较结果分布图

　　由 表３与 图１可 知：１２年１８套 试 卷 中

“统计与概率”部分的１３个知识点累计考查

了９９次，其中解答题中考查了５２次，选择题

３０次，填空题１７次；１３年１９套 试 卷 中 累 计

考查了１１１次，其中解答题５９次，选择题３０
次，填空题２２次，两年考查中 一 个 明 显 的 特

征是解答题中知识考点最为集中．从 题 量 的

角度看，由１２年的每题考查１．８个知识点增

加到１３年的每题考查２．０６个 知 识 点，增 幅

显著．从 统 计 的 角 度 看，１２年 考 查 频 数 最 多

的知识点，是离散型随机变 量 分 布 列、方 差、

期望，有１８次，１３年 也 是，有１６次，基 本 上

集中在解答题方面，这个知识点就是 最 高 频

知识考点．考 查 频 数 次 之 的１２年 是 计 数 原

理、排 列 组 合，１５次，以 选 择 题 和 解 答 题 为

主，１３年则是古典概率，１６次，主要在解答题

中．再次之的１２年 是 古 典 概 率，１３次，而１３
年是随机事件的概率，也１３次，主 要 集 中 在

解答题 中．随 后 依 频 数 多 少，１２年 是 二 项 式

定理、古典概率、随机抽样、随机事件概率等；

１３年依次是随机抽样、计数原理、排列组合、

二项式定理等．而二项式定理在１２年、１３年

均不涉及解答题；随机事件的概率均 集 中 在

解答题中考查．频率、频数、样本、总体和随机

抽样等知识点的考查所占题型差不多，但１３

年比１２年有所增 加．平 均 数、中 位 数、方 差、

极差、几何概型知识点只在１２年的选择题中

进行考查，而１３年则在选择 题、填 空 题 中 考

查；频率分布表、直方图、茎叶图等知识点１２
年主要集中在选择题和解答题中考查，１３年

在３种 题 型 均 进 行 了 考 查．１２年 和１３年 独

立重复实验、二项分布和假设检验、正态分布

等知识点的考查所占比例变化不大．最 小 二

乘法、线性相关性、回归方程 只 在１２年 试 题

中进行了考查．
高考试题具有一 定 的 选 拔 性 功 能，在 对

知识点的考查时，并不是对单个知识 点 的 考

查，而是更多的知识点有机的融合在 一 起 进

行综合考查，甚至是在知识单元中相 互 渗 透

着进行考查．例如１２年江苏卷第２２题，将排

列、组 合、古 典 概 型、离 散 型 随 机 变 量、分 布

列、期望等知识点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查，

１３年北京卷第１６题，将折线统计图、随机事

件概率、离散型随机变量、分 布 列、期 望 等 知

识点融合在一起进行考查．由此可见，数学知

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样

的考查特点，不仅对学生的知识掌握 有 了 更

高的要求，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 高 的 要

求．那么在数学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过 程 中

注重知识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就相 当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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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强化对所学知识点的准确理解与整

体把握；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知识结构 中 知 识

单元、知识点相互渗透，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

知识的能力．

３．４　思想方法维度

数学思想方法，按 其 抽 象 概 括 的 程 度 和

适用的范围，可分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一

般情形下，把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解为 数 学 思

想，而把抽象程度较低，对解决问题具有操作

性、程序性功能的称为数学方法［７－１０］．大多数

情形下，这 两 者 统 称 为 数 学 思 想 方 法．经 分

析，发现高考试题中“统计与概率”部分主要

考查的思想方法有：抽样思想方法、统计推断

思想方法、随 机 思 想 方 法、分 类 讨 论 思 想 方

法．表４为这４种数学思想方法在３类题型

中的分布情况．

表４　思想方法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思想方法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随机思想方法 ５　 ３　 １１　 １９　 ３　 ４　 １６　 ２３
统计推断思想方法 ６　 ２　 ６　 １４　 ６　 ４　 ６　 １６
分类讨论思想方法 ５　 １　 ２　 ８　 ０　 １　 ２　 ３

抽样思想方法 １　 ３　 ３　 ７　 ４　 １　 ３　 ８
总　　　计 １７　 ９　 ２２　 ４８　 １３　 １０　 ２７　 ５０

　　由表４可知：１２年“统计与概率”试题中

有４８道题考查了４种数学思想方法，３类题

型中均 有 涉 及，１３年 试 题 中 有５０道 题 进 行

了考查，其中分类讨论思想方法在选 择 题 中

没有进行考 查．从 表４中 看 出，随 机 思 想 方

法、统 计 推 断 思 想 方 法 是 考 查 的 重 点，１２年

占所考查题数的６８．７％，１３年占７８％，主要

分布在解答题中；变化明显的是分类 讨 论 思

想的考 查，１２年 在８道 题 中 进 行 了 考 查，而

１３年仅有３道题进行了考 查；整 体 看，１２年

题均考 查 的 数 学 思 想 方 法 是０．８７个、１３年

则是０．９３个，有上升之势．
数学思想方法，是 高 中 数 学 教 学 与 学 习

的重点，也是高考考查的重点．数学思想方法

的掌握和应用，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 知 识 的

认识和理解水平．高考试题中正是通 过 联 系

生活实际、渗透思想方法来考查学生 对 数 学

本质的理解．如１３年安徽卷 第２１题 以 学 生

熟悉的教学活动为背景，将随机思想 方 法 和

分类讨论思想方法渗透到试题中，考 查 学 生

对随机事件概率本质的深入理解和 掌 握．为

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 合 实 际 案 例，以

数学知识点的准确理解与掌握为基 础，将 所

涉及的思想方法进行深入的剖析，切 实 促 进

学生的数学进步；同时要在日常的教学中，注

重对思想方法的检查与分析，使学生 真 正 达

到理解数学的本质．

４　研究结论及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可 以 总 结 出 高 考 理 科 试

卷中“统计与概率”部分试题有如下特点：

１）５个背景在试题中，总体分布稳定，局

部分布 略 有 差 异；１３年 的 数 学 背 景、体 育 背

景、商业背景较１２年有所减少，而生活背景、

教育 背 则 有 所 增 加；１３年 试 题 对 体 育 背 景、

商业背景考查较少，预计在以后的考 查 中 可

能会更加注重，强化以社会生活的素 材 为 背

景，使其更加贴近生活实际．

２）１３年 与１２年 相 比 较，概 率 知 识 单 元

在高考试题中的分布较为稳定，也是 考 查 的

重点；计数原理的考查１３年 比１２年 有 所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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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最明显的数量减少在选择题上，而在填空

题上数量略有增加；统计知识单元的 变 化 比

较明显，原因是高考试题的考查越来越综合，

一个试题中会涉及多个知识单元的内容．

３）１２年、１３年“统 计 与 概 率”方 面 的１３
个知识考点在试题中均已涉及，并且 分 布 相

对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增减；重点和基础知识

点仍然是考查的主要对象，高频考点突出，一

些新增知识在考查过程中有一些微 小 变 化．

１３年与１２年 相 比，试 题 对 知 识 点 的 综 合 考

查的特点比较明显．

４）两年的试题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变

化不大，随机思想方法、统计推断思想方法是

３种题型考 查 的 重 点，研 究 发 现 数 学 思 想 方

法的考查也凸显综合化的特点．
通过对近两年高考理科试 卷 中“统 计 与

概率”内 容 方 面 的 试 题 特 点 比 较 分 析，可 为

“统计与概率”的教与学提供一个清晰的参考

框架，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把握重难点，学生

在复习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研究 启 示 我

们，统计与概率的教与学要更多的联 系 生 活

实际，以生活实际为背景，着力渗透数学思想

方法，不断强化知识单元之间的综合训练，着

力于高频考点的巩固与深化，采取更 加 灵 活

的教学方式，在参与、交流、分享、研讨的活动

中，使学生真正的理解、掌握、应 用 统 计 与 概

率知识，全面提高“统计与概率”部分的学习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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