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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25.1.1 随机事件 课型 新授课 

一、教材内容分析 

本节内容是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内容.在此之前，学生

已经学习了一些与可能性有关的初步知识，从本章开始将学习更加数学化和抽象化地描述

可能性的知识——概率初步知识.它是中学数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

产实践有重要意义.本节内容属于概念性知识，要求学生了解随机事件的有关概念，同时

也是一节“概率”的起始课，它为以后系统学习概率奠定了基础.本节课要求学生经历猜

想、实验、合作、交流的过程得到随机事件有关概念，同时学生学会怎样用观察的方法去

认识身边的随机现象，应用随机事件等知识去分析、解决身边的问题，提高自身数学素养

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确定本节课教学重点是：随机事件概念的形成. 

二、教学目标及目标解析 

（一）教学目标 

1、知识技能目标： 

(1)了解必然事件、不可能事件、随机事件的概念； 

(2)会根据经验判断一个简单事件是属于必然事件、不可能事件、还是随机事件. 

2、数学思考目标：  

(1)学生经历思考、操作、观察、归纳、总结的过程,培养抽象概括的能力； 

  (2)在学生进行思考、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渗透类比思想. 

3、解决问题目标：能根据随机事件的特点,辨别哪些事件是随机事件.    

4、情感态度目标: 

（1）感受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手操作以及对数学

问题的讨论，获得成功的体验； 

（2）引领学生感受随机事件与必然事件以及不可能事件的相互转化关系，引导学生辩

证地看待问题并且积极对待学习与生活. 

（二）目标解析 

1．达成目标 1 的标志是：学生会判断一个简单事件是属于必然事件、不可能事件、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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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事件； 

2．由于本节课内容是与实际生活密切联系的，并且包含了两个常见而且操作性很强的活

动——抽签、掷骰子，所以目标 2是否达成对本节课教学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 

3.达成目标 3的标志是：学生会辨别随机事件； 

4.目标 4看似隐性实则容易判断，达成的标志是：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高、情绪高涨，

课后作业积极认真. 

三、学情分析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一些随机现象，但他们对这些随机现象的观察往往是零星

的，短暂的；学生之前已经学习了对数据收集、整理，但是针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还有

待提高.本节课将在小学阶段已学的有关事件可能性的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学生通过

实例体会到随机事件的特点，从而使学生认识达到升华,同时，学生对未知的事物又充满

好奇且敢于质疑，很愿意投入到合作探究的活动中去，学生在动手操作、收集数据并根据

数据提出问题的过程中初步体会统计与概率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随机事件的特点. 

四、教学策略选择分析 

本节课是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节课，学生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大量的随机事件，并

且本节教材中设计的两个生活问题——抽签与掷骰子都是学生熟悉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操作，针对问题 1，以学生独立思考为主，问题 2则完全交给学生，让

学生经历思考、操作验证的过程.在操作之后，结合教材问题，教师给出“问题串”，引导

学生主动思考、启发学生给事件分类.所以本节课以学生的自主思考、小组合作、操作探

究为主，教师引导与讲授为辅，所以本节课教法确定为任务驱动教学法和启发式教学法. 

围绕本节课教学重点，设计了看视频、看图片、举例子、动手操作、合作交流等环节，

让学生在充分感受随机性的基础上逐步了解随机事件的特点，从而自然而然地总结出随机

事件的概念.针对学生认知基础的不同，本节课设置小组合作、集体展示的环节，一人提

问，其余三人回答，让所有学生参与展示，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与荣誉感，同时突破本节课

难点. 

五、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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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展台、黑色不透明袋子、分别写有数字 1、、3、4、5的乒乓球、骰子（每

组一个）. 

六、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情境

引入 

明确

目标 

 

教师播放视频《薛定谔

的猫》片段： 

师：在箱子打开之前，猫的

生死我们能确定吗？ 

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

猫的生死具有不确定性？ 

师：我么再来看一组图片，

继续感受这种不确定性. 

展示泰山日出、红路灯、电

影票、射击等具有不确定性

的事件的图片. 

师：这些事情给我们不确定

的印象，生活中这种事情还

有很多，你能举个例子吗？ 

师：同学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用我们之前学过的方程、函

数、平面几何等知识能解决

吗？ 

师：这就需要我们学习一个

新的知识——概率. 

引出本章课题《概率初步》，

让学生了解本章主要内容，

并明确本节课的课题——

《随机事件》. 

 

展示学习目标. 

学生观看视频，思

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生：不能. 

 

生：同意. 

 

学生看图片，思考并回

答问题. 

 

 

 

学生大量举例. 

 

 

生：不能. 

 

 

 

 

 

 

 

 

 

学生齐读学习目标 

通过播放小

视频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引

发学生的思考.

出示生活情境图

片让学生进一步

感知生活中不确

定性事件的普遍

存在，体现学习

内容的生活化.

之后，顺势让学

生举出自己身边

随机事例，充分

调动学生已有相

关知识并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探

究新识的欲望.

从而自然导入本

课. 

 

 

学习目标是学

习的出发点也是

学习的归宿，了

解目标，明确学

习任务. 

 

合作

探究

生成

概念 

活动 1 

问题 1： 

师：明确了学习目标，我们

来看生活中常见的一个生活

情境——抽签. 

师：为了便于操作，老师讲

“问题 1”中的 5个纸团换成

了 5个分别写有数字 1、2、3、

4、5 的乒乓球.如果你是小

军，演讲比赛你想抽第几？ 

 

抽签过程中教师在每次抽签

学 生 阅 读 教 材

127页“问题 1”,了解

“抽签”这一经典活

动. 

 

 

 

 

 

学生参与操作，摸球抽

签. 

让学生独立

思考问题，感受

“抽签” 事件中

的确定性及随机

性. 

通过操作中

的“摇匀”这一

动作引发学生对

于抽签中“公平”

的思考，初步理

解随机事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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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探究

生成

概念 

 

 

 

 

 

 

 

放回后摇匀抽签袋子. 

 

追问：同学们观察，老师这

个动作有必要吗？ 

师：为什么？ 

师：只是摇匀行吗？同学们

看课本中“问题 1”哪些词还

体现了“公平”这一要求？ 

师：结合这几位同学的操作

以及你的理解，回答课本中

的 4个问题: 

(1)抽到的数字有几种可能

的结果？ 

（2）抽到的数字小于 6吗？ 

（3）抽到的数字会是 0吗？ 

（4）抽到的数字会是 1吗？  

在学生回答过程中师生

共同补充“可能”、“一定会”、

“肯定”、“绝对”、“不可能”、

“肯定不会”、“绝对不会”

等词. 

 

师：观察问题（2）（3）（4）

的结果，你能不能分一下

类？ 

 

 

不论哪一种分类方法，教师

都给与肯定. 

 

 

生：有必要. 

生：为了公平. 

 

生：看起来完全一样、

充分搅拌、随机抽取. 

 

 

 

 

 

生回答四个问题，并解

释原因. 

 

 

 

 

 

 

 

预设 1：生：分两类，

一类是能确定会不会

发生的，另一类是不能

确定会不会发生的. 

预设 2：生：分三类，

一类是确定会发生的，

一类是确定不会发生

的，还有一类是不确定

会不会发生的. 

提条件是“可能

性相同”. 

 

抽签问题贴

近学生生活认

知，学生回答迅

速，我们再关注

答案的同时，更

要注重学生的思

维过程.在这个

环节，一定要留

给学生猜测、验

证时间，这一数

学活动为后面抽

象形成概念做好

铺垫. 

通 过 “ 一

定”、“绝对不会”

“可能会”等关

键词的引导，让

学生对下一步的

事件分类有个初

步依据. 

让学生参与

分类，感知事件

的区别，培养学

生分析归纳的能

力，并为下一个

“学生设计问

题”环节做导向. 

活动 2 

问题 2： 

师：为了让大家继续体会这

两种（三种）分类结果，我

们再来看一个操作.（出示骰

子） 

类比抽签活动中的提问方

式，你能在这个情景下提出

若干问题吗？ 

师：为了验证你的想法，请

同学们动手操作,并完成“实

验结果测试单. 

出示操作规则： 

学生思考. 

学生小组合作，动手操

作，完成实验结果记录

单. 

 

 

 

 

  小组合作、动

手操作，培养学

生的协作探究意

识和规则意识. 

 

   让学生类比

“问题 1”的提

问方式对“问题

2”中情景进行提

问，向学生渗透

类比思想，同时

锻炼学生的创新

思考能力并培养

数学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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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探究

生成

概念 

 

 

 

 

 

小组展示：组长提问，

组员轮流回答. 

 

   通过小组展

示、学生之间相

互提问，为每一

位学生都能在数

学学习活动中获

得成功的体验机

会，并为程度不

同的学生提供充

分展示自己的机

会. 

生成

概念 

师：我们看了视频和图片，

同学们举了大量的例子，我

们还进行了“抽签”和“掷

骰子”两个操作活动，同学

们你现在能对以上所有事件

进行分类吗？ 

 

根据学生分类，将事件

分为三类并分别命名：必然

事件、不可能事件、随机事

件；引导学生明确必然事件

和不可能事件统称为确定性

事件. 

 

师追问：课本这一段话

的开头提到“在一定条件

下”，这句话，你怎样理解

的？ 

学生思考并回答：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肯

定会发生的；第二类是

肯定不会发生的；第三

类是可能发生也可能

不发生的. 

 

 

 

学生阅读教材，明确定

义. 

 

 

 

 

生思考，回答： 

生 1：公平的条件下； 

生 2：每个事件出现的

机会是相同的. 

学生在体验

了大量事例之后

自己根据事件的

特点进行分类，

并与教师一起给

三类事件命名，

从而深化概念的

理解. 

 

 

 

应用

概念

解决

问题 

 

应用一 

判断下列事件是必然事件、

不可能事件还是随机事件： 

(1) 一辆行驶中的公交车，下

一站恰有 5人上车； 

(2) 把铁块扔进水中，铁块浮

起； 

(3) 任意作一个三角形，其内

角和为 180°； 

（4）从上海虹桥到北京南的

G128 次高铁明天正点到达北

京南站. 

学生读题，独立思

考 1分钟，齐声回答. 

 

 

本题考察学

生对必然发生事

件、不可能发生

事件和随机事件

的理解与判断, 

检验学习目

标的达成. 

 

应用二 

问题 1 变式： 

如果一次任意（随机）摸出

两个签，请在这个情境下分

别设计出一个随机事件、不

生思考，然后将答案写

在练习本上，之后小组

交流，选出每个事件中

最好的一个作为小组

通过对“问题

1”的变式训练，

对教材进行深度

挖掘，让学生通

http://zk.canpo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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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概念

解决

问题 

可能事件和必然事件. 成果进行全班展示. 

 

过自己设计三类

事件，考查学生

对三个概念的深

层理解，引发学

生的深度思考. 

应用三 

小故事： 

相传古代有个王国，国王

非常阴险而多疑，一位正直

的大臣得罪了国王，被叛死

刑．这个国家世代沿袭着一

条奇特的法规：凡是死囚，

在临刑前都要抽一次“生死

签”（写着“生”和“死”的

两张纸条），犯人当众抽签，

若抽到“死”签，则立即处

死；若抽到“生”签，则当

场赦免．国王一心想处死大

臣，于是他与几个心腹密谋，

想出一条毒计：暗中让执行

官把“生死签”上都写成了

“死”. 

然而在断头台前，聪明

的大臣迅速抽出一张签纸塞

进了嘴里，等到执行官反应

过来，签纸早已吞下，大臣

故作叹息道：“我听天意，将

苦果吞下，只要看剩下的签

是什么字就清楚了．”剩下的

当然写着“死”字，国王怕

犯众怒，只好当众释放了大

臣．国王“机关算尽”，想让

大臣死，反而搬起石偷砸自

己的脚，让机智的大臣死里

逃生． 

师：读完了故事，我们来思

考以下问题： 

在法规中，大臣的死属于什

么事件？ 

在国王的谋划中，大臣的死

属于什么事件？ 

在大臣的计谋中，大臣的死

又属于什么事件？ 

师追问：为什么一个事件既

可以是随机事件，又可以是

 

 

 

 

 

 

 

 

学生代表读故事，其他

同学听故事. 

 

 

 

 

 

 

 

 

 

 

 

 

 

 

 

 

 

 

 

 

 

 

 

 

 

 

故事能激起

学生学习的兴趣

和热情. 

 

 

 

 

 

 

 

 

 

该 故 事 中

“大臣被处死”

这一事件由于条

件的改变在随机

事件、必然事件

与不可能事件之

间相互转化，一

方面强调了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要

有一定的条件

下，另一方面，

告诉学生：事物

在不断的发生变

化，要用辩证的

思想看问题. 

http://zk.canpoint.cn/


 

 7 

必然事件，还可以是不可能

事件 

课堂

小结

提升

检测 

回顾

梳理 

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本节

课我们学习的内容. 

 

师：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

本节课的收获？ 

 

 

 

教师结合学生所说，带领学

生再次梳理本节课知识. 

学生回忆本节课学习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学

生在老师的鼓励下大

胆表达，之后学生在教

师带领下梳理本节课

学习过程，形成学习流

程图： 

通过回忆、

思考、集体交流，

学生对本节课所

学进行回顾、梳

理，将所学内容

内化为自己思考

问题的能力，让

学生获得学习的

成功感，提高学

生的学习数学的

热情. 

情感

升华 

 

教师展示中国国旗护卫

队在《挑战不可能》节目中

的视频. 

展示第一段视频 

师提问：在结果揭晓之前，

国旗护卫队挑战成功是什么

事件？ 

展示第二段视频 

师：同学们都有梦想，关于

中考、关于高考、关于未来，

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坚持与

努力，才能将“实现梦想”

这一随机事件最终变成必然

事件! 

学生观看视频. 

 

 

生回答：随机事件. 

 

 

生回答：因为他们是经

过长期训练的. 

 

 

 

通过感受国

旗护卫队的精彩

表现，联系本节

所学，培养学生

辩证思维方法和

促进积极人生观

的形成. 

 

 

目标

检测 

1.下列成语中反映的事件是

随机事件的是（） 

A. 刻舟求剑   B.种瓜得瓜 

守株待兔   D.水中捞月 

2.下列事件中：（1）通常温

度降到 0℃以下，纯净的水结

冰；（2）随意翻到一本书的

某页，这页的页码是奇数；

（3）明天太阳从东方升起；

（4）任意画一个三角形，其

内角和是 360°；（5）射击运

动员射击一次，命中靶心. 

是必然事件的是        ；

是不可能事件是       ；是

随机事件的是           .  

3.下列事件中，属于确定性

学生独立思考，完

成检测. 

组内纠错、相互讲

解. 

题目设置由

易到难，层层深

入，题目或与成

语结合、或与生

活联系，让学生

体会数学知识的

普遍应用；三个

问题着重考查学

生对随机事件、

必然事件、不可

能事件以及确定

性事件的掌握， 

为学生提供反思

学习过程的机

会，引导学生对

照学习目标检查



 

 8 

事件的个数是（   ） 

①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广告；

②投掷一枚普通的骰子，所

得的点数小于 10；③射击运

动员射击一次，命中 10环；

④在一个只装有红球的袋子

里摸出白球. 

A.0 个    B.1   C.2 个   

D.3个 

学习效果. 

 

 

布置作业 

 

必做题： 

课本 128 页“练习”； 

选做题： 

课本 135 页第 7题. 

 

根据学生的

不同情况，分层

次布置作业.教

师通过作业及时

了解学生对本节

课知识的掌握情

况，对教学进步

和教学方法进行

适当调整. 

板书设计 

   

                                                            

板书提纲挈

领，便于学生从

整体把握本节课

的核心内容，同

时有利于培养学

生思维的连贯性

和概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