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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用频率估计概率 
一、内容和内容分析 

1．内容： 

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九年级上册“25.3用频率估计概率”第一

课时． 

2．内容解析： 

用频率估计概率属于“统计与概率”领域，统计的学习是在实际问题中通过

经历统计全过程，根据统计结果做出简单的判断和预测．概率是刻画随机事件发

生可能性大小的数值，通过获得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通

过下面的知识结构图可以看出，随机事件发生的频数和频率是可以通过统计的方

法得到的，需要统计的知识，本节内容就是在运用统计的方法进一步研究概率． 

本节课是 《概率初步》这一章的第三节，从整个单元的教学上看是学生学

习了随机事件与概率，初步了解了概率的意义，能用列举法求一些简单等可能事

件的概率之后，对概率的进一步研究．本节课将从统计试验结果频率的角度研究

一些随机试验中事件的概率，让学生从频率的角度进一步认识概率的意义，概率

反映的规律是针对大量重复试验而言．用频率估计概率不受随机试验中结果种数

有限和各种结果发生等可能的限制，适用的范围比列举法更广． 

本节的研究内容是频率和概率，频率是随机的，在试验前不能确定，概率是

确定的数，是客观存在的．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出规律性，随着试验次数的

增加．一个事件出现的频率总是在一个固定数的附近摆动，显示出一定的稳定

性．因此，可以通过大量的重复试验，用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去估计它的概

率． 

从知识类型上看属于原理性知识，频率与概率的关系是学生认同能够用频率

估计概率，并能够在遇到简单问题时主动想到要用频率估计概率解决问题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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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分析本节的教学重点是：探究频率与概率的关系． 

二、目标和目标解析 

1．目标 

（1）通过抛掷硬币、摸球等随机试验，了解频率与概率的联系与区别，知

道通过大量重复试验，可以用频率估计概率． 

（2）会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解决简单问题． 

2．目标解析 

达成目标（1）的标志是：学生能够运用统计知识分析数据，感受频率具有

随机性，在大量重复试验时显示出稳定性；结合具体试验感受频率与概率的区别

与联系．明确地知道除了用列举法求概率，还可以用频率估计概率，这种方法得

出的概率与用列举法求出的概率不矛盾，并且相对于列举法适用范围更广．  

达成目标（2）的标志是：学生在面对无法直接求得概率的问题时，能主动

想到通过试验用频率估计概率，在设计试验并实施的过程中能关注到大量、重复

这两个关键点，并能根据统计的频率合理地估计概率． 

三、学生学情分析 

知识储备：学生已经了解了随机事件和概率的有关概念，能用列举法求试验

结果种数有限且各种结果等可能的随机事件的概率． 

学习情况调查：对往届九年级学生进行调研．（问卷后附） 

从学习效果的测试结果看，发现约

70%的学生对于概率的含义，频率的特点，频率与概率的关系认识不清，导致此

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生经历的试验不够充分，对两个概念的关系讨论不足． 

本节内容的难点来自两个角度，一是知识本身，频率的随机性和稳定性并存，

学生同时理解存在障碍；二是学生的学习经验，以往的学习都是对确定性的分析，

此内容是对不确定性的分析，学生的认知方式需要转变．基于此教学中学生在对

试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参与合作讨论探究问题，对于频率和概率反复交替

认识，逐层对频率的随机性和稳定性进行分析，进而强化对概率含义的认识．充

分经历各种简单试验，在过程中加深对用频率估计概率方法的理解． 

基于以上分析本节课的教学难点设定为：正确理解频率和概率的关系． 

四、教学策略分析 

学生经历抛硬币的试验，通过概率含义的追问引出通过试验探索频率与概率

的关系，学生亲自动手试验获得数据，从数据中发现规律，初步感受频率呈现的

随机性和规律性（围绕概率值波动）．通过随机模拟大量重复试验，试验次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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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频率越来越稳定，进一发现频率与概率的关系．通过比对试验结果，加深对稳

定性和随机性的理解．频率与概率两个概念始终交替出现，分散难点，达成目标． 

通过设计试验解决摸球的问题，加深认同频率与概率的关系，又能进一步理

解用频率估计概率的过程，对于这个未知概率的问题试验次数少时频率波动大，

试验次数增加稳定性出现的可能性较大，检验结果后发现概率与估计值相同，进

而形成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在理性分析的前提下进行试验操作，再回归到理

性分析，既有思考又有实践，动手与动脑相结合更有助于学生理解频率与概率的

关系． 

设计投掷图钉的试验解决问题，对于这个未知概率的问题，且概率不能通过

列举法求出，学生能够主动应用新学习的方法，独立设计试验解决问题，进一步

培养学生的随机观念和统计意识． 

五、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流程：  

 

 

 

 

 

 

 

 

【环节一】 分析数据，发现关系 

活动 1  收集各组课前预习作业的数据并进行整理分析． 

 

 

 

 

 

 

 

 

问题 1  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为 0.5，是否意味着

抛掷一枚硬币 50 次时，就会有 25 次“正面向上”呢？抛掷一枚硬币 100 次时，

各组的“正面向上”的频数是 50 吗？请各组汇报试验数据． 

师生活动：统计各组试验数据，利用 Excel 形成各组抛一枚硬币 50 次和 100

分析数据，探索关系 

设计试验，认同关系 

解决问题，应用关系 

归纳小结，提升认识 

＼ 

课前作业： 抛掷一枚硬币 100

次，分别统计抛掷 50 次，100次

和 200 次时“正面向上”出现的

频数，计算频率，填写表格． 

作业要求：  

1号同学  抛掷硬币，约达 1臂高度，

硬币落地静止，报告试验结果 

2号同学  用划记法记录试验结果  

3号同学  监督，尽可能保证每次试

验条件相同，确保试验的随机性，填

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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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正面向上”的频率散点图．分析统计图，体会频率与概率的区别并能够初步

感受频率可能与概率存在关系． 

设计意图：对已有数据进行收集和描述，体会频率的随机性，培养随机观念． 

活动 2  增加数据，初步发现稳定性 

问题 2  如果重复试验次数增多，结果会如何呢? 

抛掷次数 n 50 100 150 200 300 400 600 800 1000 

“正面向上”的频数 m          

“正面向上”的频率
m

n
 

         

 

师生活动：师生讨论，由于试验条件基本相同，可以用逐步累加各组数据的

方法近似地模拟重复试验次数不断增多的情况，教师组织学生整理试验数据，并

对生成的频率统计图进行分析． 

设计意图：全班合作对分组试验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鼓励和引导学

生初步探索数据中隐藏的规律，提高学生的统计意识，进一步理解概率的意义． 

活动 3 软件模拟，完善关系 

问题 3  随着重复试验次数的增加，“正面向上”的频率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师生活动：教师利用投硬币模拟软件演示一组投硬币 2000 次的模拟试验，

学生将模拟试验的结果与全班真实试验的结果做比较，归纳发现：正面向上的频

率在 0.5 左右摆动，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加，在 0.5 左右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小的可

能性变大．学生发现，由于随机事件的随机性，每组试验得到的频率分布都不尽

相同，但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在做大量重复试验时频率表现出稳定性；试验次

数较少时，频率表现出随机性的可能性很大，随着重复试验次数的不断增加，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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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表现出稳定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频率具有随机性，在做大量重复试验时，

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频率表现出稳定性，逐渐能够完整表述频率与概率的关系． 

问题 4  阅读另外四次模拟抛掷硬币 2000 次的试验数据图表（见附录），

你读出哪些信息？ 

师生活动：学生阅读图表，验证频率与概率的关系，进一步认可，在做大量

重复试验时，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频率表现出稳定性．由于随机事件的随机性，

各次模拟的频率分布图均有不同，但都显示出在做大量重复试验时频率表现出稳

定性．  

设计意图：通过多次模拟试验，进一步验证频率与概率的关系是正确的，发

现试验次数多时频率更多的呈现稳定性．同时感受不论试验次数是多少，都存在

频率偏离概率较大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可能性在多次重复试验的前提下变小．初

步形成了对于这个抛掷硬币的简单试验的概率可以通过频率进行估计的观念． 

师生活动：擦除模拟抛一枚硬币 2000 次 “正面向上”的频率散点图中表示

概率的直线，基于现有的频率分布情况，学生能够估计此未知概率事件发生的概

率是 0.5，再擦除学生抛掷硬币 100 次中表示概率的直线，学生的估计并不是 0.5，

分析估计不准确的原因，是试验次数少，频率分布不稳定，大量重复试验当频率

稳定时才能够估计得相对准确．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对抛掷硬币这

个已知概率的试验获得频率的分析，引导

学生形成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通过两

次“擦线”的对比，学生能够发现对于此

随机试验，可以用频率估计概率，并且随

着试验次数的增加，频率表现出稳定性时

所估计的概率相对准确． 

教师出示历史上一些抛掷硬币试验的结果，引导学生分析数学家反复进行抛

硬币试验的原因在于对没有证明过的结论需要反复验证其真实性． 

设计意图：学生逐渐认识到即使是科学家在没能准确证明的情况下也需要进

行大量重复试验来验证发现的规律．学生课堂经历的发现规律的过程与数学发展

的真实过程是一致的，学生经历科学家研究问题的过程，了解证明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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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 设计试验，认同关系 

活动 4  摸球问题 

活动 4.1  问题呈现：在不透明的箱子中，有红色和黄色两种除颜色外无其

他差别的 5 个小球．在不打开箱子的前提下，每次随机摸出一个小球后放回，你

能说出箱子里面有几个黄球吗？ 

活动 4.2  试验设计：学生通过讨论发现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知道摸到黄球的概

率，仿照课前预习作业设计摸球试验． 

活动 4.3  实施试验：在试验过程中知道

需要大量重复试验，可以累加数据得到较大

试验次数，对于数据是否稳定需要检验． 

活动 4.4  问题解决：通过频率估计摸出

黄球的概率从而求得黄球的个数． 

师生活动：学生小组合作设计试验，分享交流后执行试验，利用图形计算器

统计试验结果，绘制频率分布图，利用频率估计概率，从而解决问题．进一步发

现对于此概率未知的问题也可以利用频率估计概率，形成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

法． 

学生总结归纳获得概率的方法，教师给出：对一般的随机事件，在做大量重

复试验时，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一个事件出现的频率，总是在一个固定数的附

近摆动，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频率稳定性规律不但由人们大量的生活实践所验

证，还由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给出了严格的证明． 

设计意图：通过分析摸球问题，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获得事件的概率，经

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进一步认同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体会到对于概率未

知的随机事件仍然可以使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解决．通过设计试验方案，更加

明确“重复”与“大量”的含义．两个环节分别从学生已知概率的问题，和未知

概率（但是概率可计算）的两个角度让学生逐步认同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 

【环节三】 解决问题，应用关系 

问题 5  投一枚图钉，你能估计出“钉尖朝上”的概率吗？ 

师生活动：学生讨论，发现由于无法确定“钉尖朝上”、“钉尖朝下”的可能

性是否相等，不能用列举法求这个随机事件的概率，有必要采用新学的方法——

用频率估计概率． 

设计意图：对于未知概率的事件（概率不可计算求得），学生进一步意识到

用频率估计概率是一种获得随机事件的概率的新方法，它的适用范围比用列举法

求概率更广．对于这个不能求出概率的问题，学生能够独立设计试验，完整的说

明运用频率估计概率的全过程，加深对规律和方法的理解． 

【环节四】 总结反思，加深认识 

教师与学生一起回顾本节课所学主要内容，并请学生回答以下问题： 

1．目前我们学习了哪些求随机事件概率的方法？ 

2．说说你对频率与概率之间关系的认识． 

设计意图：归纳小结，巩固频率的稳定性规律和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 

摸球试验任务： 

1 各小组重复、随机摸球，统计得

到“摸出黄球”的频率 

2 检验频率能否达到稳定 

3 用频率估计概率 

4 检验估计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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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作业任务单 

设计意图：巩固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继续探究

的兴趣，再次体会“用频率估计概率”的方法在非古典概型问题中的应用价值． 

六、目标检测设计 

下表是某班同学随机投掷一枚硬币的试验结果． 

抛掷次数 n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正面向上”次数m  22 52 71 95 116 138 160 187 214 238 

“正面向上”频率
n

m
 0.44 0.52 0.47 0.48 0.46 0.46 0.46 0.47 0.48 0.48 

作业任务单 

1．用频率估计概率：完成投图钉试验 

试验设计： 

    

 

人员分工： 

 

 

数据统计： 

试验次数           

事件发生的频数 m           

事件发生的频率
m

n
 

          

 

结论： 

2．说一说生活中利用频率估计概率的具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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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有三个推断： 

①表中没有出现“正面向上”的频率是 0.5 的情况，所以不能估计“正面向

上”的概率是 0.5； 

②这些次试验投掷次数的最大值是 500，此时“正面向上”的频率是 0.48，

所以“正面向上”的概率是 0.48； 

③投掷硬币“正面向上”的概率应该是确定的，但是大量重复试验反映的规

律并非在每一次试验中都发生； 

其中合理的是                           . 

设计意图：考查学生对频率与概率的关系的理解，以及用频率估计概率含义

及方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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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学情调研卷 

问题 1  你在初中的学习中是否知道数学实验？在初中数学课堂上是否经历过数学实验？ 

设计意图：考查对数学实验的知晓，是否经历了数学实验，对于本课选择运用试验的方

式逐步发现规律做准备． 

 

 

问题 2  如图显示了用计算机模拟随机投掷一枚图钉的某次实验的结果． 

 

下面有三个推断： 

①当投掷次数是 500 时，计算机记录“钉尖向上”的次数是 308，所以“钉尖向上”的概率是

0.616； 

②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钉尖向上”的频率总在 0.618 附近摆动，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可

以估计“钉尖向上”的概率是 0.618； 

③若再次用计算机模拟实验，则当投掷次数为 1000 时，“钉尖向上”的概率一定是 0.620． 

其中合理的是                     ．并试说明理由． 

设计意图：来源自 2017 年北京中考试题选择题，改成填空题后，对于频率与概率意义

的理解以及频率估计概率方法的意义的理解进行测试． 

 

问题 3  某射手进行射击，结果如下表所示： 

射击次数 n 20 100 200 500 800 

命中靶心次数 m 13 58 104 255 404 

命中靶心频率
n

m
 

     

（1）这个射手射击一次，命中靶心的概率是多少？（结果保留一位小数） 

（2）这个射手射击 1600 次，命中靶心的次数大约是         ． 

设计意图：在这道题的设计中，数据是来源于某几个班各个小组实际扔硬币出现正反面

的数据，然后进行了分别汇总，对于已知抛硬币事件学生固有观念概率一定是 0.5，在测试

题的题目中，把背景转化成射击命中与否，是不可求得概率的问题．虽然给定数据与抛硬币

相同，但学生呈现结果发现，题目背景或数据发生变化时，只有部分学生理解了问题本质，

知道在大量重复的基础上可以用频率来估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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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九年级（86 人）学生问题分析： 

 调研目的 作答情况 
人

数 
百分比 简单分析 

问题 1 

对数学实

验的知

晓，是否

经历了数

学实验． 

不了解，没有

做过 
8 9.38% 没有经历过实验得出结论的过程 

知道，很少 53 62.5% 

在数学课上通过实验得到结论有过

感知，经历过一些操作的过程，但次

数较少 

问题 2 

对概率的

理解，对

频率估计

概率的理

解． 

选① 20 23.25% 
认为概率是计算的结果，对频率的随

机性与概率的确定性不明确 

选①② 24 27.90% 

对于计算概率有较深刻的印象，认同

频率可以估计概率，但对频率与概率

的关系不明确 

选③ 7 8.13% 对概率的意义不理解 

选② 35 40.69% 
明确频率与概率的关系，会用频率估

计概率 

问题 3 

是否会求

频率，能

否用频率

估计概

率，能否

利用概率

解决问

题． 

空白不回答 3 3.48% 
频率的计算是错误的，直接导致后两

问无法作答 

会计算频率但

不能估计概率 
31 30.05% 

掌握概率的计算公式，但是对于频率

与概率的关系不清，后问空白 

错误的估计了

不恰当的概率 
23 26.74% 

能够熟练正确的计算频率，但不清楚

频率与概率之间的关系，不理解概率

是频率在大量重复后的稳定值 

能够正确解决

问题 
29 33.72% 

知道用频率估计概率，知大量重复试

验时频率会稳定于概率，能够理解和

解释在试验次数太少的情况下，两者

会出现相差较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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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四次模拟抛掷硬币 2000 次试验的数据 

第一次试验 

 

 

 

 

 

 

 

 

 

 

第二次试验 

 

 

 

 

 

 

 

 

 

 

第三次试验 

 

 

 

 

 

 

 

 

 

 

第四次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