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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概率 

10.1.1 有限样本空间与随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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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结合具体实例，理解样本点、有限样本空间的含义；会表示试验的样本空间.

2.结合实例，理解随机事件与样本点的关系.

3.了解必然事件、不可能事件的概念.

教学重难点

重点：有限样本空间及随机事件的概念

难点：对于各种不同背景的随机试验，用符号表示试验的可能果，列举试验   

      的样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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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1

通过上一章的学习可知，许多实际问题都可以用数据分析的方法解

决，即通过随机抽样收集数据，再选择适当的统计图表描述和表达数

据，并从样本数据中提取需要的信息，估计总体的统计规律，进而解

决相应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用样本推断总体，当样本量较小时，每次得到的结

果往往不同；但如果有足够多的数据，就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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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1

例如,每天你从家到学校需要的时间（精确到分)不能预知；如果你

记录一周，会发现每天所用的时间各不相同；如果在一个月或一学期

内记录下每次所用的时间，通过数据分析你会发现,所用的时间具有相

对稳定的分布规律。

又如，从装有一些白球和红球的袋子中随机摸出一个，事先不能确

定它的颜色；有放回地重复摸取多次，记录摸到的球的颜色，从记录

的数据中就能发现一些规律，例如红球和白球的大概比例，进而就能

知道每次摸出红球、白球的可能性大概是多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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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导入1

这类现象的共性是：就一次观测而言，出现哪种结果具有偶然性，

但在大量重复观测下，各个结果出现的频率却具有稳定性，这类现象

叫做随机现象，它是概率论的研究对象。

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分支，概率是对随机事件发

生可能性大小的度量.本章我们将在初中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实例，继

续研究刻画随机事件的方法；通过古典概型中随机事件概率的计算，

加深对随机现象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提

高用概率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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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分为确定性现象和随机现象

课程新授2

④从一批发芽的水稻种子中随机选取一此。观察分蘖(niè)数；

①一枚硬币抛掷2次，观察正面、反面出现的情况

②从你所在的班级随机选择10名学生，观察近视的人数

③在一批灯管中任意抽取一只，测试它的寿命

⑤记录某地区7月份的降雨量等等。

研究某种随机现象的规律，首先要观察它所有可能的基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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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新授2

①试验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

②试验的所有可能结果是明确可知的，并且不止一个；

③每次试验总是恰好出现这些可能结果中的一个，但事先不能确定出

    现哪一个结果。

我们把对随机现象的实现和对它的观察称为随机试验，简称试验，

常用字母E表示

随机试验

我们感兴趣的是具有以下特点的随机试验

可重复性

可预知性

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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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课程新授2

体育彩票摇奖时，将10个质地和大小完全相同、分别标号0,1,2,…,9的球

放入摇奖器中，经过充分搅拌后摇出一个球，观察这个球的号础，这个随

机试验共有多少个可能结果？如何表示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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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空间

课程新授2

我们把随机试验E的每个可能的基本结果称为样本点，全体样本点的集合

称为试验E的样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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