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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统计与概率是高中数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统计的核心是数据分析，概率的核心是随

机事件分析，计数原理是解决计数问题的最基本、
最重要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的特点，与社会生活

和工农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社会的不 断

发展和进步，“统计与概率”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

有所体现［１］，“统计与概率”进入高考试 题 首 次 出

现在２０００年，当时只是考查了古典概率方面的一

些知识，之后“统计与概率”方面的试题在每年的

高考试卷中都出现，并且出现了两次重大的改变：
一次是２００４年高中新课程启动后，“统计与概率”
在每年的高考大纲中比例增加；另一次是２００７年

之后，高考试卷中这方面的考查内容、试题的结构

基本上趋于稳定，并在试题的背景、方法等方面不

断地进行创新［２］．
为了深入探索高考试题中“统计与概率”内容

考试的特点，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和角 度

对其进行 分 析 和 思 考，陈 昂 对 课 改 后“统 计 与 概

率”内容的考题从背景和思想方法方面，通过部分

典型的试题分析，得出课改后“统计与概率”高考

试题具有模型化、生活化、直观化、综合 化 等 特 点

的结论；李振雷对２０１１年新课标卷中 “统计与概

率”内容 的 考 题 从 统 计 知 识、古 典 概 型 和 几 何 概

型、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概率统计创新问

题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新课标卷“统计与概

率”试题以考查基本概念，处理数据的基本能力为

主，突出考查利用概率统计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

能力［３］的结论；庹中友 对２０１２年 高 考 试 卷 中“统

计与概率”分值分文理科利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统计，得出文科试卷着重于对统计知识的 考

查，而理科试卷则侧重于对概 率 知 识 的 考 查［４］的

结论．本文在上述研究的 基 础 上，对２０１２年 理 科

试卷中“统计与概率”的试题分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讨论，以探讨各维度考查的特点．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２０１２年全国１８套理科试卷中析出

的“统计与概率”方面的５５道试题为对象，从试题

背景、知识单元、知识点分布、思想方 法 四 个 维 度

进行统计分析，将其统计的数据利用表格或 图 表

的形式进行表征，从而探讨“统计与概率”内容在

高考试卷中 的 规 律 和 特 点．５５道 题 中，选 择 题 有

２５道，填空题有１３道，解答题有１７道．一般情况

下选择题每题５分（除上海卷为４分），填空题每

题５分，解 答 题 分 值 有 三 类：１２分、１３分、１４分．
在１８套试卷中总分值最小的是上 海 卷１３分，最

大的是陕西卷２８分．
３　研究结果及分析

３．１　试题背景维度

试题背景是指试题呈现 的 情 景 状 态，可 分 为

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商业背景、体育背景、数学背

景［５］等五个方面．５５道试题在三类题型中的分布

情况如下表１示．

表１　试题背景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题型

背景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数学背景 １３　 ８　 ２　 ２３

生活背景 ７　 １　 ６　 １４

教育背景 ２　 ３　 ２　 ７

体育背景 ２　 １　 ３　 ６

商业背景 １　 ０　 ４　 ５

总计 ２５　 １３　 １７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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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１可知：以数学背景为素材的试题有２３
个，占 总 题 数 的４２％，主 要 在 选 择 题 和 填 空 题 中

进行考查；以生活背景为素材的试题主要在选 择

题和解 答 题 中 进 行 考 查，占 总 题 数 的２５．５％；以

教育背景为素材的试题在三类题型中考查的题数

相当，占 总 题 数 的１２．７％；以 体 育 背 景 为 素 材 的

试题 在 三 种 题 型 中 均 有 分 布，占 总 题 数 的１１％；
以商业背景为素材的试题只在选择题和解答题中

进行考查，占总题数的９％．在三类题型中试题的

考查均以一定的背景为素材，在解答题中以数 学

背景为素材的试题仅有２题，以其他四种背景为

素材的试题为１５题，占 解 答 题 总 数 的８８．２％．从

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高考理科试卷中试题 背

景的选择大部分来自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以及现

实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熟悉的素材，体现了课标

所要求的统计与概率作为现代公民所要掌握的基

本知识的理念．
深入解析试题，其背景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

以学生熟知的背景为主，体现出生活化的一些 特

点．如全国大纲样卷第１９题和重庆卷第１７题是

以体育比赛为背景，分别选用学生最熟悉的乒 乓

球、篮球比赛为试题背景，通过比赛规 则 的 设 置，
考查考生对独立事件概率的求解、以及分布列、期
望的理解和掌握情况．这种背景趋势要求教学 中

以基本的数学知识掌握为切入点，更多的列举 学

生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现实事例，使学生在身边 熟

悉的素材中理解统计与概率方面的知识．
３．２　知识单元维度

表２　知识单元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题型

知识单元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概率 ５　 ３　 １６　 ２４

计数原理 １４　 ８　 ０　 ２２

统计 ６　 ２　 １　 ９

总计 ２５　 １３　 １７　 ５５

知识单元是指具有一定意 义，可 以 独 立 进 行

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单元体系，教科书中通常是 以

章的形式呈现，本文所指的知识单元是统计和 概

率、计数原理 三 部 分．５５道 试 题 在 三 类 题 型 中 的

分情况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概率知识单 元 在 三 类 题 型 中 均

有分布，但主要是以解答题的形式考查，占总题数

的４３．６％，其中，解答题考查所占比例较大，占整

个概率知识单元的６７％．计数原理知识单元主要

以 选 择 题 和 填 空 题 的 形 式 考 查，占 总 题 数 的

４０％；统计知识单元在三类题型中均有分布，但以

选择题和填空题的考查为主，占总题数的１６．３％；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考理科试卷中概率、计数

原理知识单元是“统计与概率”方面考查的重点内

容，占总 题 数 的８３．６％，而 统 计 知 识 单 元 考 查 的

比重相对较小，仅占总题数的１６．４％．
高考试卷中的试题一般隶属于某一个知识单

元，特别是选择题和填空题更是如此．如新课标卷

第２题是对统计知识单元的考查；安徽卷第７题、
四川卷第７题、辽宁卷第５题等是对计数原理单

元的考查；湖北卷第８题、福建卷第６题等是对概

率知识单元的考查．由于选择题和填空题主 要 以

容易和中等难度的题型为主，所以将题型独 立 于

某个知识单元可以降低试题的难度，进而能 够 很

好的控制试题．这种以相对独立的知识单元 为 考

查形式的试题特点要求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每个

知识单元整体把握，夯实基础知识，最终使学生形

成知识网络．
３．３　知识点维度

知识点是指数 学 中 的 具 体 概 念、定 理、公 式、
法则、性质等．高考试题最终考查的实质就体现为

对知识点的考查，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各个知 识 点

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该维度通过统计归纳出１２
个知识点，表３就表示具体知识点在题型中的分

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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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知识点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题型

知识点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列、方差、期望 １　 ０　 １７　 １８

计数原理、排列组合 ９　 １　 ５　 １５

古典概率 ２　 ２　 ９　 １３

二项式定理 ３　 ７　 ０　 １０

互斥事件、独立事件 １　 １　 ７　 ９

频率、频数、样本、总体 ３　 １　 ３　 ７

简单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 １　 ３　 ３　 ７

平均数、中位数、方差、极差 ４　 ０　 ０　 ４

频率直方图、茎叶图、列表 ２　 ０　 ２　 ４

几何概型 ４　 ０　 ０　 ４

最小二乘法、相关性、回归方程 ０　 １　 １　 ２

假设检验、正态分布 ０　 １　 １　 ２

总计 ３０　 １７　 ４８　 ９５

由表３可 知：２０１２年 理 科 数 学１８套 试 卷 中

关于统计与概率累计考查了９５个知识点，涉及解

答题 的 知 识 点 有４８个，涉 及 选 择 题 的 知 识 点 有

３０个，涉及填空题的知识点有１７个．其中涉及离

散型随机变量分布列、方差、期望知识点的试题有

１８个，主要集中在解答题方面；涉及计数原理、排

列组合知识点的试题有１５个，以选择题和解答题

为主；涉及古典概率知识点的试题有９个，主要集

中在解答题中；而涉及二项式定理知识点的试 题

不涉及解答题；涉及互斥事件、独立事件知识点的

试题有９个，也主要集中在解答题中；涉 及 频 率、

频数、样本、总体和简单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

等知识点的试题所占题型差不多；涉及平均数、中
位数、方差、极差、几何概型知识点的试 题 只 在 选

择题中；涉及频率直方图、茎叶图、列表 知 识 点 的

试题主要在选择和解答题中；涉及最小二乘法、相
关性、回归方程和假设检验、正态分布等知识点的

试题所占比例差不多．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高考理科试卷中对“统计与概率”部分内容的知识

点全部考查到，主要集中在解答题中，以离散型随

机变量分布列、方差、期望及计数原理、排列组合、

古典概率、二项式定理的考查为主．虽然最小二乘

法、相关性、回归方程、频率直方图、茎叶图、列表、

假设检验、正态分布等知识点在试卷中所占 比 重

不大，但也是考查的内容，教学中不可轻视．
高考试题考查的落脚点 是 知 识 点，而 这 些 知

识点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就是解决高考试 题 的

关键．如天津卷第１６题，山东卷第１９题就是考查

二项分布及其概率计算公式，互斥事件、事件的相

互独立性，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及数学 期 望

等知识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点解 决 实

际问题的能力．试题中知识点综合化的特点 就 要

求在日常的教学中要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 联 系，

用概念图等方式厘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 认 真

审题，理解问题实质的基础上，将问题成功地转化

为试题所考查的知识点，进而快速的解决问题．
３．４　思想方法维度

数学思想方法是人们在数学实践中形成的发

现、提出、分 析、解 决 数 学 问 题 的 途 径、程 序 和 手

段．数学思想方法不仅是数学学习的重点，而且是

数学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维度从统 计 与

概率试题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入手分析高考试题的

分布规律与特点．在统计与概率方面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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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思想方法在三

类题型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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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思想方法在题型中的分布情况

题型

背景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总计

随机思想方法 ５　 ３　 １１　 １９

统计推断思想方法 ６　 ２　 ６　 １４

分类讨论思想方法 ５　 １　 ２　 ８

抽样思想方法 １　 ３　 ３　 ７

总计 １７　 ９　 ２２　 ４８

由表４可知：涉及统计与概 率 中 的 四 种 思 想

方法均渗透在三类题型中．其中，选择题以统计推

断思想方法、随机思想方法、分类讨论思想方法为

主；填空题 中 以 抽 样 思 想 方 法、统 计 推 断 思 想 方

法、随机思想方法为主；解答题中主要以统计推断

思想方法、随机思想方法为主．三类题型中解答题

涉及的思想方法最多，填空题较少，考查最多的数

学思想方法是随机思想方法，其次是统计推断 思

想方法，两者占被考查数学方法的６８．８％．
数学知识的精髓是数学思 想 方 法，数 学 思 想

方法不仅是一种使人们领悟数学真谛、懂得数 学

价值所必须掌握的，而且也是解决现实数学问 题

的利器．高考试题中不但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

能的考查，而且也注重思想方法的考查．高考“统

计与概率”部分的试题，除了对“统计与概率”所特

有的抽样思想方法、统计推断思想方法、随机思想

方法的考查之外，分类讨论思想方法也是其考 查

的重点，如四川卷第１１题就考查了排 列、组 合 知

识与分类讨论思想方法．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 知

识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对学生促进学生能 力

的发展和数学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教学观念，注重思想方 法

的渗透，将数学思想方法列为重要的教学目标，认
真挖掘各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将数 学

知识与数学思想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 更

好地理解数学本质．
４　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高考理科试卷中“统计与

概率”部分的试题具有以下规律和特点：
（１）试题背景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以学生熟知

的背景为主，体现出生活化的一些特点；教学中应

联系生活实际，营造学生熟悉的教学生态环境，让
其理解知识、应用知识．

（２）概率与计数原理这两个知识单元是 三 类

题型中考查的重点，概率单元是解答题考查 的 重

点，计数原理单元是选择题考查的重点，而统计单

元也是选择题考查的重点，那么教学中强化 对 概

率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就是理性的选择．
（３）１２个 知 识 点 在 高 考 理 科 试 卷 大 多 涉 及

到，累计考查了９５个知识点，其中解答题涉及４８
个，选择题涉及３０个，传统的重点知 识 点 在 各 种

题型中分布较稳定，新增知识的考查比重不大，但
也是考查的重要内容．

（４）数学思 想 方 法 是 高 考 考 查 的 重 点，有２２
道解答题涉及４类数学思想方法，其中随机思想

方法、统计推断思想方法是考查的重点．教学中要

不断强化对数学思想方法的挖掘，促使学生 掌 握

统计与概率的本质．
通过以上的统计分析，为 更 好 地 进 行 统 计 与

概率的教与学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统计与 概 率

是高中数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学习与掌握 其 本

质不仅是升学的需要，也是一位合格公民的需要．
统计与概率中所蕴藏的思想方法对提高人生素养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通过营造良好的 教 学

环境，创新实际问题情境，在师生互 动 与 探 讨 中，
通过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 问 题 等

环节，让学生体会“统计与概率”中蕴含的思想方

法［６］，掌握基 本 统 计 与 概 率 本 质 特 征，更 好 地 创

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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