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120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浅析小学数学中的“可能性” 
丁志杰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孙老家镇李集小学 
DOI:10.32629/jief.v2i10.2273 

 

[摘  要] “可能性”属于“统计与概率”这一知识领域的“概率”范畴。由于概率知识比较抽象，小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教学
时，主要是以直观的内容为主，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合理运用教学方法，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实现在活动中学习，在活动中发展
的教学思想。通过学习“可能性”的相关知识，给小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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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在小学数学教学内容体系中出现，意在让学生学会判断事

件发生的程度如何。在教学中，作为教师只须引导学生判断某一事件是

“一定”发生、“不可能”发生还是“可能”发生, 而无须让他们判断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大与小, 更无须用特定的数来描述可能性的大小。 

1“可能性”在小学数学中的地位及作用 
1.1“可能性”在教材中的地位 

“可能性”在人教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 104—107 页首次出现，建立

在学生学习了基本的简单统计方法及找规律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小学生

对“可能性”的理解，人教版教材中还涉及了不同层次的“可能性”的

练习题。这些不同层次的习题，有通过感官和直觉思维来判断的；有通

过说一说和涂颜色来加强理解的；还有通过摸球和掷硬币的实验来加强

学习的。这样一来，通过练习可以强化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使学生理

解的更透彻。 

1.2“可能性”在教材中的作用 

“可能性”出现在统计与概率的范畴，这一部分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

的数据和客观世界中的随机现象。“可能性”这一内容安排在三年级，让

学生在适合的年龄来接触这一知识，培养学生的随机思维，体验概率在

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初步尝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逐步

学习以随机的观点，概率的眼光来看待某些现象。 

2“可能性”在小学数学中的教学策略 
在教学这一内容时，通过实际例子，让学生体会客观世界不但存在

着确定事件，也存在着不确定事件，并能用“可能”、“不可能”、“一定”

等词语来描述和表达。让学生认识到对于某一客观事件来说，其发生的

可能性与个人的愿望无关。 

例如：桌子上放有两个盒子，左面盒子里放 8 个红棋子，右面盒子

里放 2 个红棋子、2 个蓝棋子、2 个绿棋子和 2 个黄棋子。（人教版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上册第 105 页）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

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2.1 在比较的基础上鉴别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例题所示，左面盒

子里都是红棋子，那么一定能摸出红棋子，不可能摸出其它颜色的棋子。

右面盒子里有其它颜色的棋子，才可能摸出其它颜色的棋子。 

2.2 教师正确引导学生的举例。在举例时，小学生可能会联想到自

己的生活经验，是很正常的，教师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想一想

哪些事件是一定会发生的？哪些事件不可能发生？哪些事件可能发

生？”最好能引导学生联系数学知识举例：“两个数的和一定比其中的一

个数大”，“奇数不可能等于偶数”等等。 

2.3 通过学习、举例，让学生知道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有大有小的，

能够对一些简单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作出描述，并和同伴交换想法。在研

究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初期，只要求学生能够说出有几种可能，

并能用“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相同”等词语来描

述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教学“可能性”的案例，我们在教学时需要掌握的策略如

下： 

2.3.1 重视创设情境，让小学生在情境中理解和认识数学 

在开课导入时，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体

会可能性，设计让学生感兴趣的游戏情境，例如摸球或掷硬币的小游戏。

让学生在玩中学，并且举出一些例子，用“一定”“可能”“不可能”说

一说，真正做到数学知识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 

2.3.2 重视操作实践，让小学生在实践中经历学习和求知的过程 

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数学活动中学习“可能性”的内容。例如在摸球

的活动中，先让学生亲自摸一摸，体验事件发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通过活动来加强学生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直观感受，然后用“一定”、

“不可能”、“可能”来描述摸出的结果。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有些事

件的发生是确定的，有些事件的发生是不确定的，因而产生对事件发生

的可能性的初步认识。 

2.3.3 加强合作交流，让小学生在交流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认识 

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因此教学时要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体会

团结的力量。数学中很多问题都需要小组合作来完成，在学习“可能性”

时，会有摸球、掷硬币的小活动，需要小学生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在

合作学习的过程中组内同学可以交流自己的观点，合作完成，在每个小

组合作完成后，全班同学可以交流一下，交换彼此的意见。这样通过合

作交流，学生在积极参与交流活动中不仅培养了合作学习的能力，而且

还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的目的，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认识。 

3“可能性”给小学生带来的影响 
思维方式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学习了“可能性”的新知

识后，对小学生今后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例如，

两名小学生甲和乙去超市里买零食，这种零食的包装袋里有张卡片，卡

片上会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谢谢品尝”的字样，也

许学生甲中了奖，而学生乙的是一张“谢谢品尝”的卡片，这样学生乙

在学习了“可能性”的知识后，能够明白中奖这类事是随机的，不是能

够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的，也就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们也会逐步明白生活中要踏踏实实，不能投机取巧的道理。由此

可见，我们的数学知识不仅仅是教会学生计算枯燥的算式，也蕴含了很

多的人生哲理，对小学生的思维发展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可能性”的教学教会了小学生能辨认“一定”、“可能”、“不可能”

等词汇，能使用这些词汇来描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过参与游戏和尝

试简单的实验，能够初步体验事件发生的不同可能性的大小。由于随机

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可能性”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

在小学生的头脑里，对学习数学知识和看待生活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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