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教案是海南省嘉积中学赵亮老师参加 2006 年全国优质课比赛的教案） 

课题：《古典概型》（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 3）第三章第二节） 

课型：新授课 

一、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 

（1）理解古典概型及其概率计算公式； 

（2）会用列举法计算一些随机事件所含的基本事件数以及事件发生的概率. 

2. 过程与方法目标 

根据学习的内容，通过模拟试验理解古典概型的特征：试验结果的有限性和每一个实验结果出

现的等可能性，观察类比各个试验，归纳总结出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体现化归的重要思想，

掌握列举法，学习运用数形结合、分类讨论的思想解决概率的计算问题. 

3.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在学习中了解随机现象与概率的意义、概率与实际生活的联系，由此形成初步的科学态度，逐

步养成用概率思想分析问题的习惯. 

二、教学重点 

古典概型的概念，以及利用古典概型求解随机事件的概率. 

三、教学难点 

随机试验的判别，古典概型中随机事件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的计算. 

四、教学过程设计 

（一）活动导入，引入新课 

在课前布置任务，以数学小组为单位，完成下面两个模拟试验： 

试验一：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分别记录“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次数，要求每个

数学小组至少完成 20 次（最好是 10 的倍数），最后由数学科代表汇总。 

试验二：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骰子，分别记录“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

点”出现的次数，要求每个数学小组至少完成 60 次（最好是 10 的倍数次），最后由，数学课代表汇

总。 

在课上，学生展示模拟试验的操作方法和试验结果，并与同学交流活动感受。教师最后汇总方

法、结果和感受，并提出问题： 

1. 用模拟试验的方法来求某一随机事件的概率好不好？为什么？ 

（不好，因为要求出某一随机事件的概率，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并且求出来的结果是频率并

不是概率） 



2. 根据以前的学习，上述两个模拟试验的每个结果之间都有什么特点？ 

（二）抽象概括，形成概念 

在试验一中，随机事件只有两个，即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并且他们都是互斥的，由于硬币的

质地是均匀的，因此出现两种随机事件的可能性相等，即它们的概率都是 1/2. 

在试验二中，随机事件有六个，即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和六点，并且他们都是互斥

的，由于骰子的质地是均匀的，因此出现六种随机事件的可能性相等，他们的概率都是 1/6. 

我们把上述试验中的随机事件称为基本事件，它是试验的每一个可能的结果. 基本事件有如下

两个特点：（1）任何两个基本事件是互斥的；（2）任何事件（除不可能事件外）都可以表示成基本

事件的和. 

特点（2）的理解：在试验一中，必然事件可以由基本事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组成，

在试验二中，随机事件“出现偶数点”，可以由基本事件“二点”、“四点”、“六点”共同组成. 

【例题 1】从字母𝑎𝑎,𝑏𝑏, 𝑐𝑐,𝑑𝑑中任意取出两个不同字母的试验中，有哪些基本事件？ 

【分析】为了了解基本事件，我们可以按字典排序的顺序，把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列出来，利用

树状图，可以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列出来. 

我们一般用列举法列出所有基本事件的结果，画树状图是列举法的基本方法，一般来说，分步

完成的结果（两步以上），可以用树状图进行列举. 

【解】所求的基本事件共有六个，即𝐴𝐴 = {𝑎𝑎,𝑏𝑏}，𝐵𝐵 = {𝑎𝑎, 𝑐𝑐}，𝐶𝐶 = {𝑎𝑎,𝑑𝑑}，𝐷𝐷 = {𝑏𝑏, 𝑐𝑐}，𝐸𝐸 = {𝑏𝑏,𝑑𝑑}，
𝐹𝐹 = {𝑐𝑐,𝑑𝑑}. 

观察对比，我们发现，两个模拟实验和例题 1 的共同特点： 

试验一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事件，有“正面向上”、“反面向上”两个，并且每个基本事件出

现的可能性相等，都是 1/2；试验二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事件有“一点”、“两点”、“三点”、“四

点”、“五点”、“六点”共六个，并且每个基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都是 1/6；例题 1 中，所有可能出现

的基本事件有 A、B、C、D、E、F 共 6 个，并且每个基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相等，都是 1/6. 

经概括总结后得到： 

（1）试验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事件只有有限个（有限性）. 

（2）每个基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都相等（等可能性）. 

我们将具有这两个特点的概率模型，称为古典概率模型，简称古典概型. 

【思考交流】 

（1）一个圆内随机地投入一个点，如果该点落在圆内任意一点都是等可能的，你认为这是古典

概型吗？为什么？ 

（答：不是古典概型，因为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是圆内的所有的点，所以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

数是无限的，虽然每一个实验结果出现的可能性相同，但这个试验不满足古典概型的第一个条件.） 

（2）某同学随机地向一靶心进行射击，这一试验的结果只有有限个：命中十环、命中九环、……、

命中五环和不中环，你认为这是古典概型吗？为什么？ 

（答：不是古典概型，因为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只有七个，而命中十环、命中九环、命中五环



和不中环的出现不是等可能的，即：不满足古典概型的第二个条件.） 

（三）深化概念，导出公式 

【问题思考】 在古典概型下，基本事件出现的概率是多少？随机事件出现的概率如何计算？ 

【分析】 试验（1）中出现正面向上的概率与反面向上的概率相等，即 
𝑃𝑃�“正面向上”� = 𝑃𝑃�“反面向上”�. 

由概率的加法公式得， 
𝑃𝑃�“正面向上”� +𝑃𝑃�“反面向上”� = 𝑃𝑃�必然事件� = 1. 

因此 

𝑃𝑃�“正面向上”� = 𝑃𝑃�“反面向上”� =
1
2，  

即 

𝑃𝑃�“正面向上”� =
随机事件“正面向上”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试验（2）中出现各个点的概率相等，即 
𝑃𝑃�“1 点”� = 𝑃𝑃�“2 点”� = ⋯ = 𝑃𝑃�“6 点”�. 

反复利用概率的加法公式，我们有 

�𝑃𝑃(“𝑖𝑖点”)
6

𝑖𝑖=1

= 𝑃𝑃�必然事件� = 1. 

所以 

𝑃𝑃�“1 点”� = 𝑃𝑃�“2 点”� = ⋯ = 𝑃𝑃�“6 点”�=
1
6. 

进一步地，利用加法公式可以计算这个试验中任何一个事件的概率，例如 

𝑃𝑃�“出现偶数点”� =
3
6 =

1
2. 

即 

𝑃𝑃�“出现偶数点”� =
随机事件“出现偶数点”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根据上述两则模拟试验，可以概括总结出，用古典概型计算事件𝐴𝐴的概率的计算公式为 

𝑃𝑃(𝐴𝐴) =
𝐴𝐴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提问 1】例题 1 的试验中，出现字母𝑑𝑑的概率是多少？ 

（记“出现字母𝑑𝑑”为事件𝐴𝐴，那么𝐴𝐴发生的概率为 

𝑃𝑃(𝐴𝐴) =
𝐴𝐴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3
6 =

1
2. 

） 

【提问 2】使用古典概型的概率公式时，应该注意什么？ 



【归纳】在使用古典概型的概率公式时，应该注意： 

i. 要判断该概率模型是否是古典概型； 

ii. 找出随机事件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和试验中基本事件的总数. 

【思考】除了画树状图，还有什么方法，求基本事件的个数呢？ 

（四）应用概念，拓展引申 

【例题 2】单项选择题是标准化考试中常用的题型，一般是从 A、B、C、D 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正确的答案，如果考生掌握了考察的内容，他可以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假设考生不会做，他随机

的选择一个答案，问他答对的概率是多少？ 

【分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即讨论这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看成古典概型，如果考生掌

握或者掌握了部分考查内容，这都不满足古典概型的第二个条件，即等可能性，因此只有假定考生

不会做，随机选择一个答案的情况下，才可以化为古典概型. 

【解】这是一个古典概型，因为试验的可能结果只有四个，A、B、C、D，即：基本事件只有 4
个，考生随机地选择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 A、B、C、D 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从而由古典概型的概率

计算公式得 

𝑃𝑃�“答对”� =
随机事件“答对”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1
4. 

备注：如果教学时间来得及，可以布置如下两个题给同学们进一步思考： 

（1）在标准化考试中，既有单项选择题，又有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是从 A、B、C、D 四个

选项中选出所有正确的答案，同学们可能有一种感觉，如果不知道正确答案，那么多选题更难猜对，

这是为什么？ 

（2）假设有 20 道单项选择题，如果有一个考生答对了 17 道题，他是随机选择的可能性大，还

是他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可能性大？ 

【例题 3】同时掷两个骰子，计算： 

（1）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果？ 

（2）其中向上的点数之和是 5 的结果有多少种？ 

（3）向上的点数之和是 5 的概率是多少 

【解】（1）掷一个骰子的结果有 6 种，我们把两个骰子标上记号 1、2 以便区分. 由于 1 号骰子

的结果都可以与 2 号骰子的任意一个结果配对，我们用一个“有序实数对”来表示同时掷两个骰子

的结果，其中第一个数表示 1 号骰子的结果，第二个数表示 2 号骰子的结果，可由列表法得到同时

掷两个骰子的结果共有 36 种 

（2）在上面的结果中，向上的点数之和为 5 的结果有 4 种，分别为 

(1,4),(2,3),(3,2),(4,1) 

（3）由于所有 36 种结果是等可能的，其中向上点数之和为 5（记为事件 A）的结果有 4 种. 因
此，由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可得 



𝑃𝑃(𝐴𝐴) =
𝐴𝐴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4
36 =

1
9. 

【问题思考】为什么要把两个骰子标上记号？如果不标记号会出现什么情况？你能解释其中的

原因吗？ 

（如果不标上记号，类似于(1,2)和(2,1)的结果将是没有区别的. 这时所有可能的结果将只有 21
种，而且这 21 种结果不是等可能的，因而无法使用古典概型的计算公式计算.） 

（五）归纳小结，形成体系 

1. 我们将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的概率模型称为古典概率模型，简称古典概型： 

i. 试验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事件只有有限个（有限性）； 

ii. 每个基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相等（等可能性）.  

2. 古典概型计算随机事件𝐴𝐴的概率计算公式为 

𝑃𝑃(𝐴𝐴) =
𝐴𝐴所包含的基本事件个数

基本事件总数
.  

3. 求某个随机事件包含的基本事件的个数以及求试验中基本事件的总数的常用方法是列举法，

包括画树状图和列表，应该做到不重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