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趣的数学现象三年级 三年级数学
不确定现象教案(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有趣的数学现象三年级篇一

一、填空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1、宇宙飞船的速度比飞机的速度快是__________事件。

2、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相等，这个事件是__________事件。

3、过平面内三点作一条直线是__________事件。

4、在一个袋子中装有10个红球，2个黄球，每个球除颜色外
都相同，搅匀后，摸到_______色的球可能性大。

5、有10张形状、大小都一样的卡片，分别写有1至10十个数，
将它们背面朝上洗匀后，任意抽一张，抽得偶数的成功率
为_______。

6、一只袋内装有2个红球，3个白球，5个黄球(这些球除颜色
外没有其他区别)，从中任意取出一球，则取得红球的成功率
是______。

7、如图11-1所示，准备了三张大小相同的纸片，其中两张纸
片上各画一个半径相等的半圆，另一张纸片画一个正方形，
将这三张纸片放在一个盒子里摇匀，随机地抽取两张纸片，



若可以拼成一个圆形(取出的两张纸片都画有半圆形)则甲方
赢;若可以拼成一个蘑菇形(取出一张纸片画有半圆、一张纸
片画有正方形)则乙赢.你认为这个游戏公平吗?若不公平，有
利于谁?_________________.

8、如果把“抢30”改成“抢40”，其他规则不变，甲先取，
乙后取，则对______有利.

9、小华从一副完整的中国象棋中摸出5枚“炮”是______事
件.

10、“任意掷一枚普通骰子，出现了的点数不大于6”这
是______事件。

二、选择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a.点数之和为12b.点数之和小于8

c.点数之和大于4小于8d.点数之和为13

12、下列事件不可能发生的是()

a.打开电视机，cctv-1正在播放新闻

b.我们班的同学将来会有人当选为劳动模范

c.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

d.若实数，则

13、下列事件中，属于必然事件的是()

a.明天我市下雨



b.我走出校门，看到的第一辆汽车的牌照的末位数字是偶数

c.抛一枚硬币，正面朝上

d.一口袋中装有2个红球和1个白球，从中摸出2个球，其中必
有红球

14、某超级市场失窃，大量的商品在夜间被罪犯用汽车运走，
三个嫌疑犯被警察局传讯，警察已经掌握了以下事实;(1)罪
犯不在a、b、c三人之外;(2)c作案时总得有a作从犯;(3)b不会开
车。在此案中肯定的作案对象是()

a.嫌疑犯ab.嫌疑犯bc.嫌疑犯cd.嫌疑犯d

15、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抛一枚硬币正面朝上的机会与抛一枚图钉尖着地的机会一
样大;

b.为了了解达州火车站某一天中通过的列车车辆数，可采用
普查的方式进行;

c.中奖的机会是1%，买100张一定会中奖;

d.达州市某中学生小高，对他所在的住宅山区的.家庭进行调
查，发现拥有空调的家庭占65%，于是他得出达州市拥有空调
家庭的百分比为65%的结论.

16、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买一张电影票，座位号一定是偶数;

b.投掷一枚均匀硬币，正面一定朝上;



c.三条任意长的线段可以组成一个三角形;

d.从1、2、3、4、5这五个数字中任取一个数，取得奇数的可
能性大.

17、路旁有一个鱼塘，旁边竖的牌子写明此塘平均水深1.5米，
小明身高1.7米，不会游泳，小明跳入鱼塘后结果是()

a.一定会淹死;b.一定不会淹死;

c.可能会淹死也可能不会淹死;d.以上答案都不对

18、冰柜里有四种饮料：5瓶特种可乐，12瓶普通可乐，9瓶
桔子水，6瓶啤酒，其中特种可乐和普通可乐是含有的饮料，
那么从冰柜里随机取一瓶饮料，该饮料含有的成功率是()

a.b.c.d.

19、一个均匀的立方体六个面上分别标有
数1、2、3、4、5、6，如图2，是这个立方体表面的展开图，
抛掷这个立方体，则朝上一面的数恰好等于朝下一面上的数
的的成功率是()

a.b.c.d.

20、在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放入除颜色外完全相同的2个红球
和2个黄球，摇匀后摸出一个记下颜色，放回后摇匀，再摸出
一个，则两次摸到红球的成功率是()

a.b.c.d.

三、解答题(每小题10分，共60分)

21、从“不太可能”、“不可能”、“很有可能”和“必



然”中选择适当的词描述下列事件.

(1)在直线上任取一点作射线，得到两个和为180°的角;

(2)任画两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都相交，得到两个彼此相等的
同位角;

(3)小强对数学很有兴趣，常钻研教材内容，在数学测验中取
得好成绩;

(4)在电话上随机拨一串数字，刚好打通了好朋友的电话;

(5)互为倒数的两个有理数符号相同.

24、袋中有4只红球，2只白球，1只黄球，这些球除了颜色以
外其余都相同，小明认为袋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球，所以从袋
中任意摸出一对，摸到红球，白球或黄球的机会是相同的，
你认为呢?说说理由.

25、学校门口经常有小贩搞摸奖活动，某小贩在一只黑色的
口袋里装有只有颜色不同的50只小球，其中红球1只，黄球2
只，绿球10只，其余为白球，搅拌均匀后，每2元摸1个球，
奖品的情况标注在球上，如图4.

(1)如果花2元摸1个球，那么摸到白球的成功率是多少?

(2)如果花4元同时摸2个球，那么获得10奖品的成功率是多
少?

26、如图5所示，转盘被分成六个扇形，并在上面依次写上数
字1、2、3、4、5、6.

(1)若自由转动转盘，当停止转动时，指针指向奇数区的成功
率是多少?



(2)请你用这个转盘设计一个游戏，当自由转动的转盘停止后，
指针指向的区域的成功率为.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必然2.可能3.可能4.红5.6.7.不公平，有利于乙8.甲

9.不可能10.必然

二、选择题

11.d12.d13.d14.a15.b16.d17.c18.d19.a20.a

三、解答题

21.(1)必然;(2)不太可能;(3)很有可能;(4)不太可能;(5)必
然

22.(1)不，绿;(2)是;(3)是;(4)不，黄

23.红，蓝

24.不对，各种颜色球的数目不一样，其成功率也不一样

25.(1)(2)

有趣的数学现象三年级篇二

有一次放学回来，妈妈把我接回家，我发现蜻蜓都有贴着地
面飞行，我想：“蜻蜓一般不都是往高处飞的吗，今天为什
么要贴着地面飞行呢!”妈妈告诉我说：“要下雨了呀!”



到家后，我趴在窗台上，我往外一看，不一会儿，雨点就噼
里啪啦的落下来，我想：“我不能去外面玩了，也不能和屋
檐下的小兔子我玩了。

雨停了，蜻蜓出来了，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像一座五颜六色
的桥。蜻蜓左右飞来飞去，就像一群迷路的小鱼一样乱。蜻
蜓从要下前到下完雨后，一点一点点的上升，让我抓不到。

生活中原来有这么好玩的现象呀!

有趣的数学现象三年级篇三

设计理念：

数学是数学活动的数学，而数学活动是打开数学思维的金钥
匙。将数学内

容融入到有趣、直观、形象的数学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生
动、具体地情境中主动的理解和认识数学知识。

教学内容：

《不确定现象》是西师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
学》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119-122页的内容。本节课设计了
以下内容：活动1：转转盘-----认识生活中非此即彼的不确
定现象；活动2：抛硬币------体验非此即彼的不确定现象；
活动3：摸彩球-----用多种方法描述不确定现象；活动4：掷
骰子------体验多种可能动不确定现象。

教学预定目标：

1、通过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实例引导学生发现认识生活中
的不确定现象。



2、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描述不确定现象，帮助学生理解不确定
现象。

3、通过完成对不确定现象的描述，引导学生多元化思维的能
力。

教学重点：

认识到不确定现象的存在性。

教学难点：

能够用多种方法描述不确定现象。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时间：

1―――2课时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学情预设：学生可能会猜是兔子赢，可能会猜是乌龟赢，可
能会猜是平局。]

师：比赛结束之前咱们能确定比赛的结果吗？（不能）

师：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着许多类似的情况，许多事情或
者说现象发生的结果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也就是说，
有些事情发生的结果不能确定。在数学上，我们把这类问题
叫做“不确定现象”。（板书课题）



二、组织活动、体验感悟

（一）、活动一：转转盘，认识生活中非此即彼的不确定现
象。

1、师：教师出示转盘，孩子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师：请孩子们猜一猜，转动转盘之后，指针可能会出现哪些
情况？

[学情预设：学生可能会猜指针指在红色上，也可能猜指针指
在绿色上]

2、请10名同学来转动转盘，师生共同完成统计表。如下：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
次第十次合计

红色次

绿色（）次

3、师：请孩子们仔细观察统计表，从中你能发现些什么？

（二）活动二：抛硬币，体验非此即彼的不确定现象

[学情预设：学生可能会猜正面朝上，也可能猜反面朝上。]

教师征求其他学生意见，并让学生做示范，学生可选择自己
喜欢的、熟悉的方法抛硬币。

3、活动要求：同桌合作抛硬币，一人连续抛十次硬币，另一
人记录，可以用自己喜欢的符号填好统计表。如下：

抛硬币情况统计表



第

一

次第

二

次第

三

次第

四

次第

五

次第

六

次第

七

次第

八

次第

九



次第

十

次合计

正面朝上（）次

反面朝上（）次

4、学生亲自体验，收集数据。汇报统计结果，验证自己的猜
想。

师：请孩子们仔细观察统计表，从中你能发现些什么？

（三）活动三：摸球-----用多种方法描述不确定现象

师：孩子们玩过抽奖的游戏吗?今天我们也来玩玩这个游戏，
好吗？

游戏规则：摸到黄球的同学可以得到老师送给他的一份小礼
物，摸到白球的同学就没有奖品，每人最多只有一次机会，
请把握住自己的机会。

师：摸奖活动开始！

1、全白。

教师演示放球的过程，放五个白球。

[预测]：（1）学生都不愿意来摸奖，师：为什么？

生：因为摸不到黄球。

师：你怎么知道的?



生：因为里面只有白球没有黄球。

师：能确定吗？

生：能

师：那咱们就说一定摸不到黄球。谁还能说出与众不同的话
来表达这个意思吗？

生：一定能摸到白球。

师：谁来验证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

（2）学生愿意来摸奖，师：你认为自己能中奖吗？引导学生
发现摸球的结果是能够确定的。

2、半白半黄

师：那你们觉得应该怎样放球呢？

生：再放几个黄球进去。

师：为什么要这样放呢？

生：这样放就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

生：这样可能摸到黄球，也有可能摸到白球。

师：现在把这5个黄球放进去，谁来试一试？

在摸球之前先猜一猜可能会摸到什么球？

3、全黄。

师：如果老师希望每个同学摸一次就能中奖，应该怎样放球



呢？

生：把白球拿出来。

生：只剩下黄球。

师：为什么要把白球全拿出来，只剩下黄球呢？

生：因为里面只有黄球，只能摸到黄球，就一定会中奖。

师：可能摸到白球吗？

生：不可能摸到白球。

师：谁来验证他们对说法是否正确?

学生亲自摸球验证。

4、对比三次不同的摸球情况，引导学生用多种方法描述不确
定现象。

师：刚才大家都玩得很高兴，现在咱们来回想一下刚才摸球
的情况。（教师用多媒体出示三次摸球的图片）

师：请大家仔细观察图片，从中你能发现什么？

[预测]：1、生：我发现第一个盒子里只有白球，结果就只能
摸到白球。

生：不可能摸到黄球。

师：你能肯定摸球的结果吗？

生：能。



师：这是不确定现象吗？

生：不是。

师：我们称这种能确定结果的现象为确定现象。

2、生：我发现第二个盒子里发现第二个盒子里有两种颜色的
球。

师：那摸球的结果可能出现哪些情况呢？

生：可能摸到黄球，也可能摸到白球。

生：这是不确定现象。

3、生：我发现第三个盒子里只有黄球，结果就只能摸到黄球。

生：不可能摸到白球。

生：这是确定现象。

（四）活动四：掷骰子------体验多种可能动不确定现象

1、师：今天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种你们熟悉三东西。瞧瞧
是什么？

师：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它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特点？

生：方方正正的，是个正方体。

生：上面有1、2、3、4、5、6个点。

师：你们掷过骰子吗？是怎样掷的？

学生说说掷的方法，讨论出一种最安全、最有序的方法。教



师或学生示范。

2、学生以桌为单位。一人连续掷10次骰子，另一人记录，完
成统计表。如下：

掷骰子情况统计表

第

一

次第

二

次第

三

次第

四

次第

五

次第

六

次第

七



次第

八

次第

九

次第

十

次

合计

一点（）次

二点（）次

三点（）次

四点（）次

五点（）次

六点（）次

学生亲自试验，注意在掷之前先猜一猜结果。

2、汇报统计结果，验证自己的猜想。

师：从统计表中你发现了什么？

生：掷骰子有可能掷到1点，有可能掷到2点，有可能掷到3点，



有可能掷到4点，有可能掷到5点，也有可能掷到6点。

生：这是不确定现象。

三、联系实际，拓展延伸。

1、说说生活中的不确定现象或确定现象。

2、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有趣的数学现象三年级篇四

教学内容：书114--118页

教学目标：

1、教会学生会做统计图。

2、提高学生的统计能力，增强统计意识。

3、发展学生的全局意识，提高自身的健康意识。

教学重点：会做统计图

教学过程：

一、教学例1

出示例1的挂图体检

看表回答下面的.问题：

（1）该班多数男生的体重在什么范围内？

（2）体重草果39g的男生有多少人？



（3）你对体重较重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二、课堂活动

把全班同学分成3组，在组内分别调查同学的课外书籍的数量，
完成统计图。

观察上面的统计图，发现了什么？

在组内进行交流。

三、课堂练习

1、1题

（1）完成艺术活动统计表

（2）看了统计图你还知道了什么？

2、2题

（1）调查组内同学的身高，完成统计表

（2）交流感想

四、课外作业

4题小调查

第二课时不确定现象

教学内容：书119--121页

教学目标：



1、加深学生对不确定现象的理解。

2、通过实践，让学生能够确定可能性的大小。

3、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重点：能够辨别可能性的大小

教学过程：

一、教学例1摸1枝铅笔

回顾前期的知识：摸铅笔

8枝红铅笔4枝红铅笔4枝蓝铅笔8枝蓝铅笔

一定是可能是一定是

红铅笔红铅笔蓝铅笔

引入新知：

7枝红铅笔1枝蓝铅笔1枝红铅笔7枝蓝铅笔

摸到的很可能是红铅笔摸到的很可能是蓝铅笔

二、教学例2转指针

（1）猜一猜：指针停下来可能会指向那里？

（2）试一试：看一看指针最后停在那里？

（3）记录结果到统计表

观察统计表，能发现什么？



小结：

三、课堂活动

1、1题击鼓传花

猜那一个同学有可能表演节目

2、2题落小棒

在组内活动，记下结果，观察发现

3、练习二十二1题摸纸团

猜一猜、说一说、做一做

4、练习二十二2题连线

有趣的数学现象三年级篇五

有一次，在上画画培训班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许多画
家的画板上都只有三种颜色，红，黄，蓝，也叫三原色。我
们利用这三种颜色能调出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听了老师的话，同学们都发出了惊奇的叫声，于是老师就叫
我们试试看。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试起来。”哇，我的变成紫
色了！"“咦，我的怎么变成黑色的呢？”就像变魔术似的，
许多颜色都被同学们“变”了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呀？”同学们纷纷问道。

“这叫三基色原理。”老师说“三基色就是红，黄，蓝。人
的眼睛对这三种颜色最为敏感，人的眼睛就像一个三色接收
器，大多数的颜色可以通过红，黄，蓝三色按照不同的比例



合成产生。同样绝大多数单色光也可以分解红，黄，蓝三种
色光。而这三种颜色合成的颜色，不仅仅是画画，彩色电视
机彩色印刷，油漆等等也是利用这个原理……”

听了老师的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生活中五彩缤纷的
色彩是这样来的呀！太奇妙了！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用善于观察，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寻找去
探索生命的奥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