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可能性教学设计及反思(实用5篇)
环保宣传是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激发人们保护环境
的积极性。怎样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倡导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可能性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众数

统计复式折线统计图

综合应用

【教学要求】

1．理解众数的含义，学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理解众数在统
计学上的意义。

2．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不同
特征。3．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了解其特点，能根据需要，
选择适当统计图直观、有效地表示数据，并能对数据进行简
单的分析和预测。

【教学建议】

1．注意加强新旧知识之间的对比和衔接。

教学本单元时，可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与所
学知识的对比，体会统计量的含义及统计图的特征和适用范
围。如教学复式折线统计图时，可先用单式折线统计图分别
表示两组数据，让学生体会单式折线统计图可以清楚地反映
出一组数据的增减变化，但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时就不方便
了，由此引出复式折线统计图。从而使学生深切体会到复式



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和优势，加深对折线统计图的认识。2．注
重对统计量意义的理解，避免简单的统计量的计算。教学中
应避免单纯从计算的角度引导学生学习统计知识，应当注重
对统计量意义的理解。如众数，不仅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众
数，会求众数，更要注意结合具体数据理解众数的作用和特
点。

3．注重对学生开展统计活动的过程性评价。

让学生经历简单的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数据的过程是学
习统计知识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老师应创造尽可能多的机
会让学生亲自从事简单的统计活动，如调查同学们的视力情
况、所穿鞋子的号码、喜爱的电视节目等。老师要鼓励学生
积极投人到各种活动中，留给他们足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探
索的时间和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同伴的合作交流。从
事统计活动的过程中，老师应起到引领、指导的作用。

【课时安排】

1、众数.............................1课时

2、复式折线统计图.......................1课时

1.众数

第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众数

教材第122、123页的内容及第124、125页练习二十四的第1-3
题。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理解众数的含义，学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理解众
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

2．能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不
同特征。

3．体会统计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明确学习目的，培养
学习的兴趣。

三重点难点

1．重点：理解众数的含义，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

2．弄清平均数、中位数与众数的区别，能根据统计量进行简
单的预测或作出决策。

四教具准备

投影。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

提问：在统计中，我们已学习过哪些统计量？（学生回忆）
指出：前面，我们已经对平均数、中位数等一些统计量有了
一定的认识。今天，我们继续研究统计的有关知识。

（二）教学实施

1．出示教材第122页的例1。

提问：你认为参赛队员身高是多少比较合适？

学生分组进行讨论，然后派代表发言，进行汇报。



学生会出现以下几种结论：

(l）算出平均数是1.475，认为身高接近1.475m的比较合适。

(2）算出这组数据的中位数是1.485，身高接近1.485m比较
合适。

(3）身高是1.52m的人最多，所以身高是1.52m左右比较合适。

2．老师指出：上面这组数据中，1.52出现的次数最多，是这
组数的众数。众数能够反映一组数据的集中情况。

3．提问：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学生比较，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概括，交流。

老师总结并指出：描述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可以用平均数、
中位数和众数，它们描述的角度和范围有所不同，在具体问
题中，究竟采用哪种统计量来描述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要
根据数据的特点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确定。

4．指导学生完成教材第123页的“做一做”。

学生独立完成，并结合生活经验谈一谈自己的建议。

5．完成教材第124页练习二十四的第1、2、3题。

学生独立计算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集体交流。

（三）思维训练

小军对居民楼中8户居民在一个星期内使用塑料袋的数量进行
了抽样调查，情况如下表。



住户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

数量／个l529l62o22161816

(1）计算出8户居民在一个星期内使用塑料袋数量的平均数、
中位数和众数。（可以使用计算器）

(2）根据他们使用塑料袋数量的情况，对楼中居民（共72户）
一个月内使用塑料袋的数量作出预测。

第二课时

一教学内容

众数

教材第125页练习二十四的第5、6题。

二教学目标

1．能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统计量表示数据的不
同特征。

2．体会统计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明确学习目的，培养
学习的兴趣。

三重点难点

1．重点：理解众数的含义，会求一组数据的众数。

2．弄清平均数、中位数与众数的区别，能根据统计量进行简
单的预测或作出决策。

四教具准备



投影。

五练习过程

（一）完成教材第125页练习二十四的第4题。

学生先独立完成，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指出：五（1）班参赛选手的成绩有两个众数，88和87，意味
着在这次竞赛中得88分和87分的人同样多。而五（2）班没有
众数，则表示这次竞赛中没有集中的分数。在一组数据中，
众数可能不止一个，也可能没有众数。

（二）完成教材第125页练习二十四的第5题。

8．完成教材第125页练习二十四的第6题。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先在课前调查本班学生所穿
鞋子号码，然后填在统计表中，再进行分析。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1．小明对本班15名同学拥有课外书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
如下：拥有2本的有1人，拥有3本的有2人，拥有4本的有4人，
拥有5本的有3人，拥有6本的有5人。根据以上调查的情况，
把下面的统计表填写完整。

小明的同学拥有课外书的情况统计表

2006年9月人数

人数

平均每人拥有本数



(1）估算一下，这15名同学平均拥有课外读物大约有几本？
你估算的理由是什么？

(2）估算出这15名同学拥有课外读物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
数。

2．小力对本单元10户居民订报刊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没订任何报刊的有2户，订1份的有3户，订2份的有4户，订3
份的有1户。根据以上调查情况，把下面的统计表填写完整。

本单元居民订报刊情况统计表2006年5月

户数

每户订报刊份数

(1）想一想，平均每户订报份数是在1?2之间吗？为什么？

(2）计算出这10户居民订报刊份数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五）课堂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众数这一统计量，并且通过
练习理解了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这三个统计量的联系与区
别，根据我们分析数据的不同需要，可以正确选择合适的统
计量。

2.复式折线统计图

一课时

一教学内容

复式折线统计图



教材第126、127页的内容及第129一131页练习二十五的第1-3
题。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了解其特点，根据需要，选
择条形、折线统计图直观、有效地表示数据，并能对数据进
行简单的分析和预测。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体会统计在生活中的作用。

三重点难点

归纳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点，了解条形统计图与折线统计图
的区别。

四教具准备

投影及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

投影出示第9-14届亚运会中国和韩国获金牌情况的统计表。

学生回忆并回答，师生达成共识，可以利用折线统计图把数
据表示出来。

提问：折线统计图有什么特点？（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数量增
减变化的情况。）

师生共同完成两个国家所获金牌的折线统计图，然后老师利



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两个单式折线统计图。

（二）教学实施

1．老师提问：怎样做才能更方便地比较两国获得金牌数量的
变化情况呢？

学生思考，并说出可以把两个单式折线统计图合并成一个。
老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复式折线统计图，并用多媒体课件出示
统计图。

2．提问：观察、比较单式折线统计图与复式折线统计图有什
么不同点？

学生试总结出：复式折线统计图可以比较容易地比较出两组
数据的变化趋势。在制作复式折线统计图时，要注意画出图
例。

3．引导学牛回答教材第126页例2中的问颗，从而讲一步认识
到从｛两条折线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国获得金牌的数量
呈上升趋势，韩团则趋于平稳。

4．指导学牛异成教材第129负练习二十五的第l题。i学生看图
回答问题，得出7一15岁的男生、女生平均身高都随着翎龄的
增加而增高，但13岁之后女生的身高增长趋于平稳，增长速
度比男生慢。

5．完成教材第129、130灾练习二十五的第2、3题。，学生看
图回答问题，全班交流。

（三）思维训练

下面是2005年1月22日到28日北京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指数
的统计数据。



2006年’月…｛{111…查阅2006年同期北京市空气中可吸人
颗粒物的指数，填入表中，然后利用下面的材料制成折线统
计图，并和同学们进行交流。

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

2005年1月11917414395115173163

2006年1月

查阅2006年同其北京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指数，填入表
中，然后利用下面的材料制成折线统计图，并和同学们进行
交流。

第二课时（练习）

一教学内容

教材第131页练习二十五的第4、5题。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了解其特点，根据需要，选
择条形、折线统计图直观、有效地表示数据，并能对数据进
行简单的分析和预测。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体会统计在生活中的作用。

三重点难点

进一步归纳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点，了解条形统计图与折线
统计图的区别。



四教具准备

投影及多媒体课件。

五练习过程

（一）完成教材第130灾练习二十五的第4题。

学生根据统计表，画出折线统计图，并根据统计图回答问题。

（二）导成教材第131负练习二十五的第5题。

小组进行讨论，两组数据分别用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表
示更合适？为什么？

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交流，老师提问：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
计图．作用有什么不同？

小结：条形统计图不较容易比较各种数量的多少，折线统计
图不但可以很快比较出各种数量的多少，还能看出数量增减
变化的情况。

（三）课堂作业新设计

下面是王强收集的2005年春节期间龙潭湖庙会和厂甸庙会游
览的统计图。

2005年2-15日龙潭湖庙会和厂甸庙会游览人数统计图

……厂甸庙会

……龙潭湖庙会

根据上面的统计图，回答问题。



(l）游览两个庙会的人数分别在哪一天到达峰值，然后开始下
降？

(2）哪个庙会的游览人数上升得快，下降得也快？

(3）假如明年要游览庙会，你认为哪天比较好？

(4）从统计图中，你还能得到哪些信息？你还能提出哪些问
题？

（四）课堂小结

本节课，我们研究了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点和绘制方法。通
过学习知道复式折线统计图可以容易看出两个数据的变化情
况，并会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来描述数据。

第六单元实力评价

一口算。

1.2×3=0.36×10=2.4÷8=

0.4÷0.8=0.25÷0.5=3×2.3=

4.72-0.72=1.5×4=8.56×0=

2÷0.2=1.2+3.5=5.6÷5.6=

时的有1人。根据以上数据，把下面的统计表填写完整。

小东的同学一周上网情况统计表

人数



上网时间／时

1．这10名同学一周上网时间的平均数在（）小时到（）小时
之间。

2．算出这10名同学一周上网时间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三小北对15户居民一周用塑料袋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制成
了下表。

15户居民一周用塑料袋情况统计表

户数111354

每户用塑料袋只数12131415l617

1.计算出15户居民一周用塑料袋只数的平均数、中位数和众
数。

2.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四根据下表中的数据，制成条形统计图。

某市运动会各区获奖牌情况统计表

五选择。（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里）

1．希望小学要统计五年级各班同学为社会做好事的件数，应
选用(）比较好。

a．条形统计图b．折线统计图

2.(）最容易看出各种数量的多少。

a．条形统计图b．折线统计图



3．表示一年里12个月的气温变化情况，选用（）比较好。

a．条形统计图b．折线统计图

六先在下面折线统计图的括号里填入适当的数，然后根据折
线统计图回答问题。

某超市2005年电视销售情况统计图

1．普通电视平均每个季度销售（）台。

2．液晶电视平均每个季度销售（）台。

3.(）季度两种电视销售差距最大，是（）台。

4．根据你获得的信息，预测明年两种电视的销售情况。

七根据下表中的数据，制成折线统计图。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

万福商场

东方商场

……万福商场……东方商场

文档为doc格式

可能性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一．单元教学目标：

1．在观察简单物体的实践活动中，体验从不同的位置观察物
体所看到的形状可能是不同的，发展空间观念。



2．结合观察简单物体的过程，体会最多能看到物体的三个面，
并能直观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状。

二．单元教学分析：

本单元的学习内容是一年级下册“观察物体”的发展，从两
个方向观察简单物体发展到从三个方向观察简单物体，进一
步发展学生观察物体的空间经验和空间观念。在这个单元学
习中，学生将经历观察物体的过程，体验到从不同的位置观
察物体所看到的物体形状可能是不同的，最多能看到物体的
三个面；并能正确辨认从正面、侧面、上面观察到的简单物
体的形状。

三．教学课时：

本单元课时安排：3课时。

题目看一看（一）备课人邹艳华

教学

目标

1、通过观察活动，体验站在不同的位置观察物体看到的形状
不一样，最多能看到物体的三个面。

2、知道物体的正面、右面和上面，能辨认从正面、右面和上
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状。

3、积极主动参与观察活动，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

重难点1、最多能看到物体的三个面。



2、知道物体的正面、右面和上面，能辨认从正面、右面和上
面观察到的简单物体的形状。

教学

准备课件

学具课时

安排1

教学过程

片段一

师：今天我们来观察物体，你们猜一猜要观察什么物体呢？

（有的学生说电视机，有的学生说房子，还有一位学生说外
星人。全班同学笑了，课堂气氛轻松活跃。）

片段二

师：下面我们分五个小组活动，请第一小组先到前面来观察
这张讲台。（学生安静下来）你们各自选择一个位置观察，
再交换位置观察，说一说你发现了什么。

（师指导这个小组学生变换观察的角度，进行有序的观察，
为其他小组的观察活动起示范作用。）

第三小组上来观察时，班上最调皮的阳志江同学绕过桌子的
右面，一下子就钻进了讲台下层的格栏里躺下了。

师：你在干什么呀？

阳：老师您瞧，我在观察讲台桌的下面。我躺在里面，只看



见桌子的下面，其他面都看不见了。

（我赞许地对他点点头，学生观察的兴致更高了。）

师：刚才同学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了讲台，先在小组内交流。

师：哪一个小组先汇报？请说一说你们是站在哪个位置观察
的，看到了什么？

（学生的小手举得高高的，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生1：我们小组的同学站在这里看（他指了指讲台桌的左右，
一位同学插嘴说：这是旁边。另一位学生又说：这是右面。）

师：你们认为哪种说法好？

师：你们小组真能干，同学们还有补充的吗？

师：你们观察得真仔细，还有不同的吗？

师：站在哪里可以看到5个面？你示范一下，行吗？

（生站到桌子上）

师：你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错。通过实地观察，发现
了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物体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对于长方体
来说，最少可以看到它一个面，最多可以看到它三个面。

师：（打开书本第26页）图中老师、淘气、笑笑分别看到讲
桌的哪一面，先想一想，再连一连，做完后把你的想法与同
桌进行交流。

师：你真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孩子。

……



片段三

师：观察长方体形状的物体，不论它的大小，最多只能看到
它的三个面。现在每人都拿出一个自备的长方体，看看这个
结论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再打开书本第26页，找一找怎么
称呼所看到的三个面。自己看书认识长方体的上面、右面和
正面。

师：谁能帮他解决问题？

板书设计

修改及补充内容

题目看一看（二）备课人卓敬敏

教学

目标

1、经历用正方体搭简单物体，并从正面、右面和上面观察它
的活动，辨认简单物体的正面、右面和上面的形状。

2、在搭摆和观察物体的过程中，体验从同一个方向看不同物
体，它们的形状可能相同；正面与一种形状对应的物体不是
唯一的。

3、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

重难点1、在搭摆和观察物体的过程中，体验从同一个方向看
不同物体，它们的形状可能相同；正面与一种形状对应的物
体不是唯一的。



2、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发展空间观念。

教学

准备课件

学具课时

安排1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复习引入

师：同学们平常喜欢玩什么？

生：积木、毽子等。

师：今天我们来玩积木，好吗？

师：看，这是什么？（出示一个长方体、一个正方体积木）
谁能说出它的正面、右面及上面的形状？同桌互相指着说一
说。

师：同学们说得很对。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
的朋友智慧老人要过生日，请我们去他家做客，笑笑、淘气
已经去了，我们快点走吧。

（电脑演示：智慧老人的家，笑笑、淘气、机灵狗把三个正
方体积木一字摆在桌子上。）

（二）组织活动，探究新知

师：同学们，你们敢和笑笑他们比比，看谁摆得更好吗？



（学生开始摆物体）

师：看，我们摆得也很不错。今天我们就与笑笑他们一起来
学习观察由正方体搭成的简单物体。

活动1：看一看，连一连。

师：请认真观察自己搭的物体，是什么形状？

生：长方体。

师：你们能指着说出自己搭的长方体的正面、右面、上面分
别是什么形状吗？

生：长方体的正面是由三个小正方形拼成的长方形；右面是
一个小正方形；上面是由三个小正方形拼成的长方形。

师：针对观察到的形状，你们有什么发现？

生：从正面和上面看都是由三个小正方形拼成的长方形。

师：观察得很仔细！想一想，笑笑、淘气、机灵狗他们看到
的分别是什么形状呢？请试着连一连。

（电脑验证结果）

活动2：搭一搭、看一看。

师：同学们搭得好，看得细，下面请你用3个小正方体搭一个
你喜欢的物体，看一看所搭物体的正面、右面、上面分别是
什么形状。请在小组内交流，比比看，哪一组动作最迅速，
搭的形状最多，观察得最准确。

（全班汇报，用实物投影演示各种搭法。）



(三)巩固新知，创新发展

师：（电脑出示，教材28页练一练第1题）笑笑也搭了2个物
体。从上面看，看到的是什么形状？请同学们试着连一连。
（集体汇报）

师：（出示28页练一练第2题）这是淘气搭的，你能回答淘气
的问题吗？

师：看看所搭物体，从上面、正面、右面看，看到的各是什
么形状？告诉你的同桌。

师：（出示29页练一练第3题）智慧老人也搭了很多形状的物
体。（语音出示智慧老人的话：同学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用你们的火眼金睛来辨认一下吧！）

师：同学们好眼力！老师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看智慧老
人还有什么要求。（语音出示：小朋友们，你们能用正方体
搭一搭、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物体从正面看到的形状是图a？
什么样的物体从正面看到的形状是图b？）

生：从正面看到的形状是图a，可以这样搭：（图略）

生：从正面看到的形状是图b，可以这样搭：（图略）

（四）课堂总结

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和你的好朋友说
一说。

（五）思维拓展

用自己的画笔把这个物体的正面、右面、上面三个面分别画
下来，送给今天的老寿星――智慧老人，感谢他帮我们学会



了知识，增长了智慧。

板书设计

修改及补充内容

题目节日广场备课人丁香香

教学

目标1、培养应用乘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2、进一步体会从不同角度观察物体，会得出不同的形状。

教学

重难点1、培养应用乘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2、进一步体会从不同角度观察物体，会得出不同的形状。

教学

准备课件

学具课时

安排1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生1：我和家人到倘甸玩，发现钓鱼、游泳的特别多，非常热
闹。



生2：我们全家出去旅游，一路上我都感到节日的气氛，我想
说：祖国妈妈，您的生日真美丽！

师：国庆节，不仅我们市，全国上下都是一派喜气洋洋。现
在我们一起走进“节日广场”，再次感受一下节日的喜悦。
（板书课题：节日广场）

（评析由学生感兴趣的事说起，引入“你看到了什么？想到
了什么”的话题。学生争相把看到的、想到的说出来，表现
欲望非常强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探索学习

师：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节日广场”图，你看到了什么？

生1：我看到节日广场上空飘着气球，各种鲜花张开笑脸。

生2：我看到人民在载歌载舞，许多游玩的小朋友在拍照。

生3：我还看到有些少先队员在烈士纪念碑前敬礼。

师：同学们看到了祖国富强、人民欢庆的景象，那你能根据
看到的景象提出乘法问题吗？请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
序仔细观察。

生1：空中有4把气球，每把有8个，一共有多少个？就是求4
个8。4×8＝32或8×4＝32。一共有32个气球。

师：(指正)应该说“4束气球”，不要说“4把气球”。

（评析教师要及时纠正学生用错的数量词，规范数学语言。）

生2：有多少盆花？也就是求4个8，用4×8或8×4来算。

生3：不对。只能说围在外面的花有几盆。因为方框内的花与



外面的花不一样多。要用乘法算，就只能说围方框的花有几
盆，就是4个8，可以用乘法。还可以再问方框内花有几盆，
就是求3个4，用4×3＝12。不能用乘法求全部的花。

师：大家讨论一下刚才这位同学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大家讨论后，进一步明确加数相同的加法才能写成乘法。

（评析学生讨论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让学生用自己的思维
方式进行验证，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思维会更有深度，
不仅训练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同时加强了对数学概念的
理解，使学生感受到加法与乘法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知识的
迁移，提高学习的效率，并在合作探索中不断发展初步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生4：跳舞的有多少人？横看是3个6，列式6×3＝18人，竖看
是6个3，列式相同。

生5：我求跳舞的人是用2×9＝18，我是把跳舞的人从中间分
开，每边都有蓝、黄、红三种颜色的人。

生6：照相的有几人？求3个4用乘法。

生7：空中飞的小鸟有几只？求3个5，列式3×5＝15。

生8：纪念碑前有多少少先队员？2个8，8×2＝16。

生9：纪念碑前的鲜花有多少朵？5个6，6×5＝30。

师：同学们真会动脑，发现了这么多的乘法问题，那请你们
在课本上找到每个算式相对应的图画，把算式写在旁边。

（评析从学生的回答可以看出，学生观察仔细，主动积极，
教师给学生提供了熟悉的节日场景，使学生看到在日常生活
中存在着计算“相同加数的和”的问题，以帮助学生理解乘



法的含义。）

师：同学们，在节日中，少先队员在烈士纪念碑前，敬上队
礼，他们会对烈士说什么呢？

生：叔叔您的血不会白流，我们会好好学习，长大把祖国建
设得更好。

师：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少烈士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我们
不能忘记烈士，更不能辜负烈士的热血，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才能把祖国建设得更美！

（评析教师及时利用教材提供的场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
育，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的发展，对他们进行学习兴趣、自
信心等方面的培养，将德育教育渗透到平时的学习与生活中。
）

师：请问下面三幅图（课本31页）各是谁看到的？连一连，
说一说每一幅图是从纪念碑哪个面看到的。

生：第一幅图是从正面，第二幅是从侧面，第三幅是从上面
看到的。

(三)实践与应用

生1：每辆出租车有4个轮子，6辆出租车有几个轮子？4×6
＝24（个）或6×4＝24（个）。

生2：我的舅舅10月2日结婚，请了25桌，每桌10人，有多少
来宾？可以列为10×25或25×10，结果我不会算。

师：好，今天我们就上到这儿，大家回去寻找身边的乘法问
题，把它记在成长袋里，如果遇到不会计算的乘法，可暂时
存进问题银行，也可以请教父母或与老师讨论。



板书设计

修改及补充内容

可能性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教学内容：p.105--106.例4、例5及练习二十三。

教学目的：

1、了解中位数学习的必要性。

2、知道中位数的含义，特别是其统计意义。

3、区分中位数与平均数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4、通过对中位数的学习，体会中为数在统计学上的作用。

教学重、难点：

教学准备：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姓名李明陈东刘云马刚王明张炎赵丽

成绩/米36.834.725.824.724.624.123.2

这是一组同学在体育课上掷沙包的成绩统计表，你从这个表
中得到哪些信息？

生交流。



二、新课学习

1、提问：你可以用一个数来表示这一组的同学掷沙包的水平
吗？

生2：可以用他们的平均数来表示。

计算平均数得27.7，发现和平均数相差太远。

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认识中位数

中位数：把一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后，最中间的数据就是
中位数，它不受偏大偏小数据的影响。

把掷沙包的成绩数据进行大小排列，找出最中间的数来表示
这组同学掷沙包的一般水平。

辨析：中位数是一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后，最中间的数。

3、小结

平均数、中位数都是反映一组数据集中趋势的统计量，但当
一组数据中某些数据严重偏大或偏小时，最好选用中位数来
表示这组数据的一般水平。

4、教学例5求一组数据的中位数

出示数据，问：用什么数来表示这一组的一般水平？

（1）求平均数

（2）按大小排列（从大到小，从小到大），求中位数。



（3）矛盾：一共有偶数个数最中间的数找不到？

讨论……………..结论：一组数据中有偶数个数的时候，中
位数是最中间的两个数的和除以2。

计算出中位数来。

（4）比较用平均数还是中位数合适。

小结：区分平均数、中位数的适用范围。

5、在上面的数据中如果增加杨东的成绩2.94米，这组数据的
中位数是多少？

排列大小，找出中位数。

6、课内小结

什么叫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区别。

三、练习

练习二十三

1、第1--2题

2、第3题

课后作业第4题

四、课内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课后反思：



课题：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教学内容：p.98.主体图p.99.例1及练习二十第1-3题。

教学目的：

1、认识简单的等可能性事件。

2、会求简单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并用分数表示。

教学重点：感受等可能性事件发生的等可能性，会用分数进
行表示。

教学难点：验证掷硬币正面、反面朝上的可能性为12。

教学准备：主体图挂图或投影，老师、学生收集生活中发生
的一些事件（必然的、不可能的、不确定的），硬币。

教学过程：

一、信息交流。

1、学生交流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并对其可能性做出说明。

师出示收集的事件，共同讨论。

2、小结：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不确定的事件，我们现在一起来
研究它们的可能性大小。

二、新课学习

1、出示主体图，感受等可能性事件的等可能性。

观察主体图，你得到了哪些信息？



在击鼓传花中，谁得到花的可能性大？掷硬币呢？

生：击鼓传花时花落到每个人的手里的可能性相等，抛一枚
硬币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可能性也是相等的。

在生活中，你还知道哪些等可能性事件？

生举例…..

2、抛硬币试验

（1）分组合作抛硬币试验并做好记录（每个小组抛100次）。

抛硬币总次数正面朝上次数反面朝上次数

（2）汇报交流，将每一组的数据汇总，观察。

（3）出示数学家做的试验结果。

试验者抛硬币总次数正面朝上次数反面朝上次数

德摩根409220482044

蒲丰404020481992

费勒1000049795021

皮尔逊24000111988

罗曼若夫斯基806403969940941

观察发现，当实验的次数增大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可
能性都越来越逼近12。

3、师生小结：



掷硬币时出现的情况有两种可能，出现正面是其中的一种情
况，因此出现正面的可能性是12。

三、练习

1、p.99.做一做

2、练习二十第1---3题

四、课内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课后反思：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p.101.例2及练习二十一第1-3题。

教学目的：

1、会用数学的语言描述获胜的可能性。

2、通过游戏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学
会用概率的思维去观察和分析社会中的事物。

3、通过游戏的公平性，培养学生的公平、公正意识，促进学
生正直人格的形成。

教学重、难点：让学生认识到基本事件与事件的关系。

教学准备：投影仪、扑克牌

教学过程：



一、复习

说出下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多少？

3、盒子中有红色球5个，蓝色球12个，取一次，取出红色球
的可能性大还是蓝色球？

二、新授

1、在上题中，我们知道取出蓝色球的可能性大，到底取出蓝
色球的可能性是多大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

出示击鼓传花的图画。

请学生说一说，击鼓传花的游戏规则。

小结：每一个人得到花的可能性相等，每个人得到花的可能
性都是118。

2、画图转化，直观感受

（1）每一个人得花的可能性是118，男生得花的可能性是多
少呢？

生发表意见，全班交流。……..

我们可以画图来看看同学们的想法是否正确。画图……..

生：从图中可以发现，每一个人得花的可能性是118，两个人
就是218，……9个人就是918，女生的可能性也是918。

（2）练习本班实际，同桌同学相互说一说，男生女生得到花
的可能性分别是多少？

（3）解决复习中的问题



拿到蓝色球的可能性是……

3、小结

4、巩固练习

完成p.101.做一做。

（2）题讲评中须注意，指针停在每个小区域的可能性相等，
因此次数也大体上相等，红色区域占了这样的3个，因此停在
红色区域的次数就是一个区域的3倍。要让学生感受到这只是
一可能性，出现的次数不是绝对的。

三、练习

完成练习二十一

1、第一题，准备9张1到9的扑克牌，通过游戏来完成。

2、第二题，学生在独立设计，全班交流。

3、第三题，独立思考，小组合作，全班交流。

四、课内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课后反思：

第三课时

教学内容：p.103.例3及练习二十二第1-3题。

教学目的：



1、通过罗列出两人玩“剪子、石头、布”的所有可能的结果，
计算出其可能性。

2、了解采用“剪子、石头、布”游戏的公平性。

3、通过游戏的公平性，培养学生的公平、公正意识，促进学
生正直人格的形成。

教学重、难点：不重复、不遗漏的列出所有可能的结果。

教学准备：投影仪、生收集生活中的等可能性事件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生交流收集的等可能性事件，并说明其发生的可能性。

2、计算发生的可能性，首先看一共有多少种可能的结果，再
看发生的事件又几种，最后算出可能性。

二、新授

1、同学们都会玩“石头、剪子、布”的游戏，谁能和老师一
起玩？游戏……

这样确定谁胜谁败公平吗？

生发表意见。

下面我们就用可能性的指示，看看这个游戏是否公平？

2、罗列游戏中的所有可能。

可交流怎样才能将所有的可能都列出来，方法的交流。



小丽石头石头石头

小强剪子布石头

结果小丽获胜小强获胜平

3、通过观察表格，总结

一共有9种可能；小丽获胜的可能有3种，小强获胜的可能也
是3种，平的可能也是3种。所以小丽获胜的可能性是39，小
强获胜的可能性是39，二者相等，所以用“石头、剪子、
布”的游戏来决定胜负是公平的。

4、反馈练习

p.103.做一做

重点说明：一共有多少种可能，如何想的。

注重学生判断的方法多样化，（1）计算出单数、双数的可能
性；（2）其他方法，如双数只有一个6，而单数则有两个，
因此末尾出现单数的可能是双数的两倍，因此这是不公平的。

三、练习

1、练习二十三第一题独立完成，集评。

2、练习二十三第二题可以采用初步判定，然后罗列验证的方
法。

3、练习二十三第三题制定游戏规则，小组内合作完成！

四、课内小结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课后反思：

可能性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课题：

单位：昆仑实验小学

备课人：于长忠

一、教学内容:教材98---100页。

二、教学目标:

1、体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游戏规则的公平性，会求简单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2、在游戏中体验学习数学的乐趣，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

三、重点与难点:

体验事件发生的等可能性以及游戏规则的公平性，用分数表
示可能性的大小。

四、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同学们你们喜欢体育运动吗?

下面我们就去看一看小朋友在做什么游戏?

课件出示98页主题图。学生观察后说一说收集到的信息。

教师有足球裁判为两个队开球的方法导出课题。



(二)新授

1、出示教材99页情境图。

学生观察后说一说收集到的信息，并发表自己的想法。

既然认为是公平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正面朝上的可能性是多
少？你是怎样想的?

那掷出反面的可能性是多少？为什么？

2、探究新知。

大家想一想,如果我抛掷20次，正面大约可能出现多少次？为
什么?

下面就请同学们在小组做抛硬币20次的游戏并做好记录。

抛硬币次数正面朝上次数反面朝上次数

总计：

3、各小组展示交流。

提问:大家来观察一下这些数据，你有什么发现？

同学们观察的都很仔细有这么多的发现，我们会发现有些小
组正面朝上的次数不一定是总次数的一半，有些小组少一点，
有些小组多一点，但是全班加起来正面朝上的次数就比较接
近总次数的1/2。

随着抛掷次数的不断增加，正面朝上的次数会怎样？反面朝
上的次数会怎样?

4、小结:科学家曾经做过实验当实验的次数逐渐增大时正面



朝上和反面朝上的可能性会越来越接近。

五、巩固提高：

1、教材99页做一做。

2、联系二十1----3题

六、全课总结:

学生说一说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课题：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统计与可能性第二课时

单位：昆仑实验小学

备课人：孙翠英

一、教学内容:教材101---102页

二、教学目标:

2、通过游戏的公平性，培养学生的公平、公正意识，促进学
生正直人格的形成。

三、重点与难点:

让学生认识到基本事件与事件的关系。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2、如果盒子里有10个红球4个白球只许摸一次，摸出那种球
的可能性大?



学生口答并说明理由，教师小结导入新课。

(二）新授

1、出示101页情境图。

2、学生观察后说一说收集到的信息。

3、学生在各小组内说一说游戏规则。

4、结合情境图学生说一说每人得到化的可能性是多少?

提问:男、女生分别得到花的可能性又是多少?

学生在小组内讨论。

5、各组派代表全班交流。

7、小结(略)

五、巩固练习：

六、练习二十一1---3题。

六、全课总结:

学生结合本节课学习的内容说一说自己的收获?

课题：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统计与可能性第三课时

单位：昆仑中心小校

备课人：万睿

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不能直接计算出可能性，而要先罗
列出所有的可能的结果，再计算可能性”的题目的思考方法。

2、培养学生运用综合知识的能力，结合以前学过的排列组合
知识进行思考。

3、培养学生逻辑思考问题，有条理地叙述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会罗列所有的可能性。

教具准备：

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2、那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研究“可能性的大小”吧！

板书课题：可能性

（二）探究新知

1、出示例3：

你认为用“石头、剪子、布”决定谁来跳公平吗？

两人玩可能会发生哪些种情况呢？

你能直接计算出小强和小丽获胜的可能性吗？，

该怎样找到可能性的结果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学生思考讨论。

3、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列表过程。

4、请学生汇报游戏的情况。

小丽石头石头石头布布布剪子剪子剪子

小强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

结果小丽

获胜小强

获胜平小强

获胜平小丽

获胜平小丽

获胜小强

获胜

5、学生进一步讨论上面的问题，然后汇报交流。

6、小结：经过分析用排列组合知识的方法来判断谁来跳是公
平的。

（三）拓展练习

1、学生完成书中的做一做，引导学生用排列组合法。

2、完成104页的1题，学生列出有几种可能性，说说怎样使之
公平。



（结论是：必须换掉2或8，并且新加的数字卡片满足：该数
字是不能被3整除的单数。如5。也可能把7换成是3的倍数。
如9等）

（注意说明：当两个数的乘积既不是2的倍数又不是3的倍数
时也要重来。）

3、完成104页的2题

学生把表填完整，然后做判断。

4、开放题：完成104页的3题

学生自己设计一个游戏的规则，让全班同学判断是否公平。

（完不成时，机动作为课后作业。）

（四）应用创新：

1、总结：这节课你对“可能性”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有些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有些却是不公平的。

游戏中一共出现的可能性要我们认真地排列出来的。）

2、请你结合生活实际，自己设计一个游戏的规则，让全班同
学判断是否公平。

课题：中位数的统计意义及计算方法第四课时

单位：昆仑宋家坊小学

备课人：王福明

教学目标：



1、理解中位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学会求中位数的方法。

2、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体会“平均数”“中位数”各自的
特点。

3、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的运用价值，
形成热爱数学的情感。

教学重点：理解中位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学会求中位数的
方法。

教学难点：体会“平均数”“中位数”各自的特点。

教具准备：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1、出示书本第105页的例4图及统计表。

姓名李明陈东刘云马刚王明张炎赵丽

成绩/米36.834.725.824.724.624.123.2

师：从这幅情境图上的统计表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

2、提出问题。

先估一估，再让学生算出该组数据的平均数（27.7），并进
行核对。

师：通过估算和求平均数，你们有什么发现？

师：为什么平均数比大多数的同学的成绩都高呢？



3、引入课题。

板书课题：中位数的统计意义及计算方法。

二、探索新知：

1、介绍中位数的特点。

师：把一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后，最中间的数据就是中位
数，它的优点是不受偏大事偏小数据的影响。

板书：（中位数：不受偏大或偏小数据的影响，有时用它代
表全体数据的一般水平更合适。）

2、探索中位数的求法。

师：根据刚才的介绍，你觉得应怎样求一组数据的中位数？

学生通过思考讨论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师生小结：把掷沙包的成绩数据进行大小排列，找出最中间
的数来表示这组同学掷沙包的一般水平。中位数是一组数据
按大小顺序排列后，最中间的数。

讨论：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觉得中位数和平均数有什么联系
和区别？

先让学生小组交流，然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全班交流。

通过全班交流，引导学生认识：中位数和平均数一样，也是
反映一组数据集中趋势的一个统计量。平均数主要反映下组
数据的总体水平，中位数则更好地反映了一组数据的中等水平
（或一般水平），当一组数据中某些数据严重偏大或偏小时，
就最好选用中位数来表示该组数据的一般水平。



3、自我探究。

让学生自学例5，并针对问题在小组内交流想法。然后教师按
问题编排的顺序组织学生逐题讨论。

4、深化认识。

全班交流时，教师还可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讨论。

（1）在计算中位数时，例题5与例4所给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2）在例5中，为什么用中位代表这组数据的一般水平比平
均数更合适？

（3）计算偶数个数据的中位数和奇数个数据的中位数方法有
什么不同？

通过上面问题的的讨论，引导学生认识：

（1）计算中位数时，例5与例4的不同之处是统计表中7个数
据还没有按大小顺序排列，先把这7个数按大小顺序排列，然
后再仿例4进行计算。

（2）在例5中，7名男生跳远成绩的平均数是2。96，中位数
是2。89，分析发现有5名男生的成绩都低于平均值，从而说
明在这里用平均数来代表该组成绩不太合适，所以应选用中
位数。

提问：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学生，如何找出它们的中位数？

讨论：有偶数个数，中位数怎么找？学生讨论。

师生小结：一组数中有偶数个数时，中位数是最中间的两个
数的和除以2，计算出中位数来。



5、小结：奇数个数，按大小顺序，最中间的那个数就是中位
数，可直接在数据组中找出；偶数个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
求出最中间的两个数的平均数，就是中位数。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书本107页的练习二十三的第1、2题。

四、全课小结：

师：你能举例说明什么是中位数，什么是平均数吗？怎样求
偶数个数的中位数？

五、布置作业：

练习二十三的第4题。

课题：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统计与可能性铺一铺

单位：昆仑中心学校中心小学

备课人：孙兆科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生活中常见的密铺现象，使学生初步理解密铺的
含义，知道什么是平面图形的密铺；通过拼摆各种图形，探
索密铺的特点，认识一些可以密铺的平面图形。

2、在探究多边形密铺条件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猜测、
验证、推理和交流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
能运用几种图形进行简单的密铺设计。

3、通过欣赏密铺图案和设计简单的密铺图案，使学生体会到
图形之间的转换，充分感受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经



历欣赏数学美、创造数学美的过程，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享受由美带来的愉悦。

教学重点：

掌握密铺的特点、知道哪些图形可以进行密铺。

教学难点：

理解密铺的特点，能进行简单的密铺设计。

教具准备：

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1、你们知道密铺吗？这些密铺的图案是由什么基本图形组成
的？（欣赏）

（二）探究新知

1、生活中，哪些地方用到了密铺？学生举出相应的例子。

3、引导学生想像，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合作动手摆一摆，
找出哪些图形可以密铺。

4、学生汇报自己交流的结果，教师适当小结。

5、让学生任选一组瓷砖图片，在方格上设计新颖、美观的图
案。

7、展示学生的作品，看谁设计的最美观，更有创意，学生互



评一下。

（三）课堂小结

1、你知道哪些图形可以密铺吗？你会设计密铺的图案吗？

2、课件或投影出示，欣赏生活中的密铺图案。

可能性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单位：昆仑宋家坊小学

备课人：王福明

教学目标：

1、理解中位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学会求中位数的方法。

2、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体会“平均数”“中位数”各自的
特点。

3、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数学的运用价值，
形成热爱数学的情感。

教学重点：理解中位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学会求中位数的
方法。

教学难点：体会“平均数”“中位数”各自的特点。

教具准备：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1、出示书本第105页的例4图及统计表。

姓名李明陈东刘云马刚王明张炎赵丽

成绩/米36.834.725.824.724.624.123.2

师：从这幅情境图上的统计表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

2、提出问题。

先估一估，再让学生算出该组数据的平均数（27.7），并进
行核对。

师：通过估算和求平均数，你们有什么发现？

师：为什么平均数比大多数的同学的成绩都高呢？

3、引入课题。

板书课题：中位数的统计意义及计算方法。

二、探索新知：

1、介绍中位数的特点。

师：把一组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后，最中间的数据就是中位
数，它的优点是不受偏大事偏小数据的影响。

板书：（中位数：不受偏大或偏小数据的影响，有时用它代
表全体数据的一般水平更合适。）

2、探索中位数的求法。

师：根据刚才的介绍，你觉得应怎样求一组数据的中位数？



学生通过思考讨论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师生小结：把掷沙包的成绩数据进行大小排列，找出最中间
的数来表示这组同学掷沙包的一般水平。中位数是一组数据
按大小顺序排列后，最中间的数。

讨论：通过刚才的学习，你觉得中位数和平均数有什么联系
和区别？

先让学生小组交流，然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全班交流。

通过全班交流，引导学生认识：中位数和平均数一样，也是
反映一组数据集中趋势的一个统计量。平均数主要反映下组
数据的总体水平，中位数则更好地反映了一组数据的中等水平
（或一般水平），当一组数据中某些数据严重偏大或偏小时，
就最好选用中位数来表示该组数据的一般水平。

3、自我探究。

让学生自学例5，并针对问题在小组内交流想法。然后教师按
问题编排的顺序组织学生逐题讨论。

4、深化认识。

全班交流时，教师还可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讨论。

（1）在计算中位数时，例题5与例4所给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2）在例5中，为什么用中位代表这组数据的一般水平比平
均数更合适？

（3）计算偶数个数据的中位数和奇数个数据的中位数方法有
什么不同？

通过上面问题的的讨论，引导学生认识：



（1）计算中位数时，例5与例4的不同之处是统计表中7个数
据还没有按大小顺序排列，先把这7个数按大小顺序排列，然
后再仿例4进行计算。

（2）在例5中，7名男生跳远成绩的平均数是2。96，中位数
是2。89，分析发现有5名男生的成绩都低于平均值，从而说
明在这里用平均数来代表该组成绩不太合适，所以应选用中
位数。

提问：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学生，如何找出它们的中位数？

讨论：有偶数个数，中位数怎么找？学生讨论。

师生小结：一组数中有偶数个数时，中位数是最中间的两个
数的和除以2，计算出中位数来。

5、小结：奇数个数，按大小顺序，最中间的那个数就是中位
数，可直接在数据组中找出；偶数个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
求出最中间的两个数的平均数，就是中位数。

三、巩固练习：

指导学生完成书本107页的练习二十三的第1、2题。

四、全课小结：

师：你能举例说明什么是中位数，什么是平均数吗？怎样求
偶数个数的中位数？

五、布置作业：

练习二十三的第4题。

课题：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统计与可能性铺一铺



单位：昆仑中心学校中心小学

备课人：孙兆科

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生活中常见的密铺现象，使学生初步理解密铺的
含义，知道什么是平面图形的密铺；通过拼摆各种图形，探
索密铺的特点，认识一些可以密铺的平面图形。

2、在探究多边形密铺条件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观察、猜测、
验证、推理和交流的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合情推理能力，
能运用几种图形进行简单的密铺设计。

3、通过欣赏密铺图案和设计简单的密铺图案，使学生体会到
图形之间的转换，充分感受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经
历欣赏数学美、创造数学美的过程，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享受由美带来的愉悦。

教学重点：

掌握密铺的特点、知道哪些图形可以进行密铺。

教学难点：

理解密铺的特点，能进行简单的密铺设计。

教具准备：

实物投影。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1、你们知道密铺吗？这些密铺的图案是由什么基本图形组成
的？（欣赏）

（二）探究新知

1、生活中，哪些地方用到了密铺？学生举出相应的例子。

3、引导学生想像，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合作动手摆一摆，
找出哪些图形可以密铺。

4、学生汇报自己交流的结果，教师适当小结。

5、让学生任选一组瓷砖图片，在方格上设计新颖、美观的图
案。

7、展示学生的作品，看谁设计的最美观，更有创意，学生互
评一下。

（三）课堂小结

1、你知道哪些图形可以密铺吗？你会设计密铺的图案吗？

2、课件或投影出示，欣赏生活中的密铺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