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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总结性测评的初中统计教学之思考①

李 霞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350001)

统计[11是研究如何合理收集、整理、分析数据

的学科，为人们制订决策方案提供依据．而概率是

研究随机现象规律的学科，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

思维模式和解决方法．统计学家C．R．劳先生提

到：“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在抽象

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理性的基础上，

所有的判断都是统计学．”可见统计学的重要．无

论是2011版的义务教育新课标，还是2017版高

中新课标，概率统计的内容要求都在加强，但这个

内容的教与学却不容乐观．我们发现一个怪现象：

在中考测评中，学生不能准确地运用统计知识做

好实际问题的决策判断．部分初中老师、学生对概

率统计知识的储备还只是停留于一些统计量、统

计图的意义．

1 从两道中考统计试题的作答情况谈起

案例1(2017年福建省中考试题第23题)

自2016年国庆后，许多高校均投放了使用手机就

可随取随用的共享单车．某运营商为提高其经营

的A品牌共享单车的市场占有率，准备对收费作

如下调整：一天中，同一个人第一次使用的车费按

o．5元收取，每增加一次，当次车费就比上次车费

减少o．1元，第6次开始，当次用车免费．下表1

为累计车费与使用次数：

表l 累计车费与使用次数

I使用次数 O 1 2 3 4 5(含5次以上)

I累计车费 O O．5 O．9 口 6 1．5
l

同时，就此收费方案随机调查了某高校100

名师生在一天中使用A品牌共享单车的意愿，得

到表2数据：

表2某高校累计车费与使用次数

I使用次数 O 1 2 3 4 5

人数 5 15 10 30 25 15

(I)写出口，6值；

(Ⅱ)已知该校有5 ooo名师生，且A品牌共

享单车投放该校一天的费用为5 800元．试估计：

收费调整后，此运营商在该校投放A品牌共享单

车能否获利?说明理由．

命题者以“共享单车”为问题情境，在知识领

域上考查数据收集、加权平均数、样本估计总体

等；能力立意上考查学生通过定量、定性分析统计

中的数据，得出结果后对问题做出简单的判断和

预测，考查学生用数据进行统计推断的思维及统

计对决策作用的意识．

试题解答：

(I)口一1．2，6—1．4．

(Ⅱ)根据用车意愿调查结果，抽取的100名

师生每人每天使用A品牌共享单车的平均车

费为
1

高×(o×5+o·5 x 15+o·9×10+1．2×

30+1．4×25+1．5×15)一1．1(元)．

所以估计该校5 000名师生一天使用A品牌

共享单车的总车费为5 Ooo×1．1—5 500(元)．

因为5 500<5 800，故收费调整后，此运营商

在该校投放A品牌共享单车不能获利．

作答情况分析：下表3是某市学生解答该小

题的成绩分布情况，从分布表可以看出，第二小问

满分为6分，但学生得分为2．91分．难度值属于

①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z017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核心素养视角下的中考数学命题模式研究》(DHAl70351)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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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难度，满分、零分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表3某市学生小题成绩分布情况

满分 零分 平均 得分 难度 标准 区分 参考
题目

比例 比例 分 蜜 值 差 度 人数

23
33．27％ 37．35％ 2．91 48．50％ O．48 2．67 0．83 60593

(Ⅱ)

学生常见的典型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形：

(1)把统计问题当成代数问题解决

错解1：设获得y元，运营z天，

y=[(o×5+o．5×15+o．9×10+1．2×
30+1．4 X25+1．5x15)x鬻一5800卜

=一300z，

因为一300<O，

所以无论多少天，都不能获利．

(2)样本估计总体的含义理解不透

错解2：100名师生总花费为

0×5+0．5×15+O．9×10+1．2×30+1．4×

25+1．5×15—110(元)，

因为100名师生占总人数百分比为}器一2％，
所以5 800×2％一116(元)．

因为116>110，

所以无法获利．

(3)不理解决策的意义

错解3：因为100名师生中有5名没有使用

共享单车，

所以至一尝，

所以叫一5 ooo×o．95×尝一5 500(元)．

案例2 (2018年福建省中考A卷试题第22

题)甲、乙两家快递公司揽件员(揽收快件的员工)

的日工资方案如下：甲公司为“基本工资+揽件提

成”，其中基本工资为70元／日，每揽收一件提成

2元；乙公司无基本工资，仅以揽件提成计算工

资，若当日揽件数不超过40，每件提成4元；若当

日揽件数超过40，超过部分每件多提成2元．下

图是今年四月份甲公司揽件员人均揽件数和乙公

司揽件员人均揽件数的条形统计图；小明拟到甲、

乙两家公司中的一家应聘揽件员，如果仅从工资

收入的角度考虑，请利用所学的统计知识帮他选

择，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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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扣玉。产
38 39 40 4l 42人均揽件数

图l

作答情况分析：试题明确要求利用所学的统

计知识进行选择，但近六分之一的考生的解答出

现利用函数最值求解．

甲乙工资函数：

f 4z(0<z≤40)

y甲一70+2∞y乙2{6z一80(z≥40)’
当0<z≤40时，

①y甲=y乙，70+2z一4z得z一35，

②y甲>y乙，70+2z>4z得z<35，

③y甲<y乙，70+2z<4z得z>35 5

当z>40时，

①y甲=y乙，70+2z一6z一80得z一37．5，

②y甲>y乙，70+2z>6z一80得z<37．5，

③y甲<y乙，70+2z<6z一80得z>37．5；

由题意知当z≥38时，乙公司工资高．

以上这些错误的出现并非偶然，据笔者所作

的统计分析，历年来的中考统计试题的作答，均存

在着类似的情况．究其原因，这可能与中考统计试

题的设置导向及教师的教学处理有关．一些地区

的统计试题还是套模型，未能体现生活案例中统

计的意义．教师在统计教学时存在以下问题：①把

统计教学等同于数学解题教学(如出现分段函

数)，从来没有让学生经历较为完整的统计活动；

②教学直击考点，让学生机械模仿；③中考不考的

区域，放弃不教；④没有指导学生领会统计的基本

思想(只会用平均数、众数、中位数三个数据代表

套题)．

2初中统计究竟要教什么

首先，要教会学生选择恰当的统计量对数据

进行描述．统计研究数据的合理收集、整理与分

析，为人们制订决策提供依据．义务教育阶段主要

是学习描述统计，侧重数据的含义和代表性．学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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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会基于数据及其产生背景，运用统计知识做

好实际问题的决策．统计推断的第一步，是选择刻

画数据的适宜统计量．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学习刻

画数据的平均水平[2](大部分所处的位置)．反映

均值的概念有很多，如算术平均值、中位数、众数．

学生习惯选用算术平均值，算术平均值的特点是

拉长补短，以大补小，但易受极端值的影响，在有

些场合不能合理地反映平均水平，于是就要用到

众数与中位数这两个统计量．众数就是对各数据

出现的频数的考查，其大小与这组数据的部分数

据相关，当这组数据中有不少数据重复出现时，往

往用众数刻画．中位数指的是在一组数据的数值

排序中处于中间的位置，在统计学分析中也常常

扮演着“分水岭”的角色．对这三个统计量的使用

场合，可以用顺口溜来进行总结：“分析数据用均

值，比较接近选平均，相差较大看中位，频数较多

用众数”．这三个统计量分别应用在不同场合来反

映平均水平，理解这三个统计量，是选择统计量的

前提．

其次，要教会学生依据数据产生的背景，寻求

合理的推断方法对数据进行推断．统计学与传统

的确定性数学是不一样的．其区分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3]：第一，立论基础不同．确定性数学建立

在概念与符号基础上，统计学建立在数据基础上．

第二，推理方法不同．数学是演绎推理，证明基于

公理与假设，结论是确定的；统计学是归纳推理，

依据数据产生的背景选择抽象与推断方法，结论

是或然的．第三，判断原则不同．数学结论有严格

的对错之分，统计学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选

择不同的推断方法，结论只能用好与坏来区分．然

而学生先人为主的数学思维模式，会对统计学习

带来负迁移．因此统计教学要立足统计思维，教会

学生区分数学与统计，了解统计的特征，初步掌握

统计思维，培养数据分析观念．学生需要学会依据

数据产生的背景，寻求合理的推断方法对数据进

行推断，能解释统计结果，能根据统计结果做出预

测，并会数学地表达，养成相应的元认知技能：分

析中用到的统计数字是否具有代表性?所用的数

据代表与结论之间具有相关性吗?等等．

．一以下的案例3瓤面了统计学的典型特征．
案椤lI 3(2018年福州市初中毕业班质量检

测第23题)李先生从家到公司上班，可以乘坐20

路或66路公交车．他在乘坐这两路车时，对所需

的时间分别做了20次统计，并绘制如下统计图

(图2)：

次数

图2

请根据以上信息，解答下列问题．

(I)完成表4中(i)，(i．)的数据：

表4乘车时间统计■

交口
交l

公交线路 20路 66路

平均数 34 (i)

乘车时间统计量
中位数 (0) 30

(Ⅱ)李先生从家到公司，除乘车时间外，另需

10分钟(含等车，步行等)．该公司规定每天8点

上班，16点下班．

(i)某日李先生7点20分从家里出发，乘坐

哪路车合适?并说明理由；

(ii)公司出于人文关怀，允许每个员工每个

月迟到两次．若李先生每天同一时刻从家里出发，

则每天最迟几点出发合适?并说明理由．(每月的

上班天数按22天计)

第一问考查刻画平均水平的统计量——(加

权)平均数及中位数——的计算．学生在该题的解

答中，能够体会统计的情境特征：数据是有背景

的，是通过抽样与调查获得的．

第二问中的第一小问考查数据代表的选择．

关键信息是乘车时间不超过30分钟．数据代表的

选择是中位数、频数等．

第二问中的第二小问考查的是统计推断．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允许迟到2次；数据

中20天的工作天数和实际22天的工作天数之间

有什么关系，如何建立两者的关系等．

学生通过第二问，可以体会统计推理与数学

推理的区别．统计推理其实是数据与模型的对话．

对第二个问题，题目要求工作22天，允许迟到2
1

天，所以迟到的概率应不高于音．从图表中直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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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若乘坐20路车，7：10出发迟到的概率为
1 1

熹，7：15出发迟到的概率为÷，所以乘坐20路
厶U U

车最迟7：lo出发；若乘坐66路车，7：05出发
0

迟到的概率为o，7：10出发迟到的概率为杀，所
厶U

以乘坐66路车最迟7：05出发．综上所述，李先

生每天7点10分出发，乘坐20路公交车比较

适合．

3初中统计究竟应该怎么教

3．1 以“案例”为载体。培养学生对数据的理解

统计是实践性很强的内容，教师要发挥典型

案例的作用，设计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实际的“问

题情境”，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让学生经

历统计活动的过程，发展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深

化对统计的理解．

如“从统计图分析数据的集中趋势”[4]一节部

优课上，福建省霞浦县第八中学的谢怡老师针对

春节“压岁钱”问题进行调查，获得数据后对压岁

钱的使用情况作了相应数据分析．

案例4调查活动：八年级(3)班春节“压岁

钱”调查(表5)：

压岁钱收入调查：一般春节，你的父母和长辈

给你的“压岁钱”一共有多少?

压岁钱使用调查：你会将多少“压岁钱”用在

你的学习上?

表5八年级(3)班春节“压岁钱”调查

100元一 350元一 650元一 950元一 1 250元一
区间

350元 650元 950元 1 250元 1 550元

取值 200元 500元 800元 1100元 1400元

人数

在对数据的收集中利用表格来整理，根据需

要设计合适、规范的表格对七年级的学生来说在

能力上有一定的要求．表格的样式也很多样，谢老

师在教学中对调查表中数据的使旆先作相关说

明，并对表格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加以解读．让学

生在填表的同时学习设计表格，同时培养学生“将

数据表格化”的意识．接着教师要求学生利用Ex—

cel表格处理这些数据．

八年级(3)班春节“压岁钱”调查数据(如表6)：

表6八年级(3)班春节“压岁钱”调查数据

I压岁钱 300元 800元 1 300元 1 800元 2 300元

1人数 3 12 15 7 3

用Excel收集数据，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数

据．学生在Excel表格中输人数据后，利用统计图

显示功能，直接输出了直观的柱状统计图(如图3)．

接着学生利用Excel表格的计算功能计算平均

数．Excel表格处理数据的速度比计算器快，能直

观显示求和效果，是分析数据的有效工具．教师可

以现场改变权重，学生借助Excel表格的计算功

能体会权重变化后平均数的变化，加深了对加权

平均数的理解．Excel表格帮助学生加深了对数

据的理解．

八(3)班春节‘压岁钱”收入调查统计图

岁钱金额

图3

学生在初中阶段对数据的理解需要做到三

点：第一，理解统计中由任何抽样方法得到的数据

都只有相对而非绝对的准确性；第二，了解样本的

数字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总体的数字特

征，因而可以用样本估计总体；第三，区分统计中

的数字与确定性数学中的数字的区别．统计中的

数字是在一定背景下进行的一种分析．例如：“压

岁钱”300元用在学习上．确定性数学只有“300

元”，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思考通过与300有关的

数量寻找关系式算出相关的结论，它关注的是计

算过程和结果．而在统计思维中，我们需要思考的

则可能是300元用在学习的什么方面，在线学习

缴费，还是买教辅材料等等，在线学习缴费和买教

辅材料对学习的帮助哪些方面可以对比?值得购

买之处?等，注重的是对数据所反映的研究对象

的社会性特征分析，并把这些分析结果用于决策

一些结论．

3．2以“技术”为手段。突出统计思维的培养

互联网环境下的教学，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

收集数据，利用计算机软件制作统计表，绘制各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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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图以及进行概率实验，让学生明白统计与概

率在各行各业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先进的计算器

不仅可以处理繁杂计算，有的还具有强大的统计

功能．因此在处理统计内容时，要注意强调计算器

(机)的使用．例如计算一组繁杂数据的平均数或

方差，可以使用计算器(机)的统计功能进行计算，

避免课堂上将这些内容变成单纯的数字运算课．

课上要把学习重点放在理解统计思想和从事统计

活动上，使学生充分体会统计量的统计意义．

案例5 下表7为甲、乙两名射击手的测试

成绩统计，请计算出两组测试成绩的方差．

表7射击手的测试成绩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甲命中环数 7 8 8 8 9

乙命中环数 10 6 10 6 8

教师可以让学生按以下程序操作：①打开计

算器；②按“2ndF MODE 1”进入统计状态；③将

“7 DATA 8 DATA 8 DATA⋯9 DATA”输入所

有数据、；④按“SHIFT X—M=”计算这组数据的

方差；⑤按“SHIFT RM一”计算这组数据的标

准差．

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中方差的运算量大．学生

只有借助信息技术，才能摆脱大量的繁杂计算，深

度参与数据分析过程中，获得最优学习结果．

同样在概率实验课上，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让学生进行投针试验的模拟：

案例6 法国科学家布丰计算圆周率丌的随

机投针方法的步骤如下：

①取一张白纸，在上面画上许多条间距为d

的平行线；

②取一根长度为Z(Z<d)的针，向这一张白纸

随机地投掷咒次，记录针与直线相交的次数m；

③经统计试验估计出概率p≈竺．
n?

然后让计算机演示这种模拟试验(如图4)，

并告知学生这就是古典概率中的几何概型．案例

6展示了信息技术如何帮助学生聚焦在统计思维

的体验上．

投针实验

匪至翌至翌要臣墨
＆钉扶教=fi司

宣
●■●

图4

3．3与直觉相区分。形成逻辑一致的认知结构

统计处理的是生活事件．在生活中我们易受

经验、直觉、习惯和偏见所左右．生活中由自己的

经历产生的直接推断会影响科学的统计推断学

习．在教学中我们要把握好直觉推断[51和统计推

断的区别，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克服直觉推断的

负面影响．如案例2中最后一问“选择乘坐哪部公

交车”．生活中我们一般是哪部车先到，就乘哪部，

不存在分析乘哪部车的问题．这就是直觉推断中

的“有效性”问题．这类直觉推断会由于每个人自

己的条件、有限的实验和个人见解的差异而导致

很大的偏差，乃至无法对问题进行准确的判断和

优化．统计来自于生活，统计思维只能在对生活事

件的统计分析中来培养．直觉推断的负面影响，也

只能通过对生活事件的统计分析来消除．教师需

要针对学生典型的直觉推断，设计案例，引发学生

认知冲突，经由教师条分缕析的统计分析，让学生

认识到统计分析的可理解性，也能很好地与生活

经验协调，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就能逐

渐摆脱直觉推断，接受并习惯统计推理，形成逻辑

一致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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