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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数学在生活当中应用广泛，大数据时代也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

了重要作用.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统计应用题的教学是学生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的能力培养的重要

载体.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已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而统计应用

题就是要求学生将统计知识应用于生活综合性问题[１] . 本文对于统计应用题分类进行介绍，探讨

高中数学教学统计应用题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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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当前，学生在生

活当中接触的数据量越来越大，为了了解数据背后

的价值，需要利用有效的方式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

析.高中数学统计部分知识与生活现象息息相关，如
商场促销、财务报表、新闻联播当中的信息都涉及数

据处理，统计知识的学习关系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也是影响学生素养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统计应用题

教学策略十分重要[２] .

１ 高中统计应用题分类

１. １ 数据处理

处理数据过程当中，通常会利用算术平均值、方
差、众数和中位数等，要求学生思考数字之间的特

点，找到事物关联，通过频率分布直方图、散点图和

折线图等方式将事物特性呈现出来. 对于具体问题

处理，通常要求先抽样调查，然后筛选样本，最后分析

数据，总结数据分布情况，运用分析工具做出决策.
１. １. １ 利用茎叶图来分析平均数

所谓茎叶图就是“枝叶图”，按照位数对比，主
干为变化量相对较小的位，分支位于主干之后，变化

范围相对较大.若数据为整数，叶上为个位数，茎上

为其他位数;若数据为小数，茎上通常为整数，叶上

为小数.当图形当中的数据分布于中位数附近，代表

数据越稳定.不足之处是若数据样本数量过大，图中

数据占据空间也相对较大. 分析茎叶图意义有助于

比较中位数或者平均数数据特征.
例如，某工厂举办技术比赛，工人提出两种全新

生产方式，为了判断哪种方式效率更高，将工人平均

分成两组，两组分别使用不同生产方式，按照工人完

成任务所需时间(单位分钟)，绘制茎叶图，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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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茎叶图

根据茎叶图，尝试判断哪种生产方式更为高效?
说明理由?

解法一:按照茎叶图所示，使用第 １ 种方式生

产，时间中位数是 ８５. ５分钟，对比而言，第 ２种生产方

式，时间中位数 ７３.５分钟.因此，第 ２种方式效率高.
解法二:根据任务完成平均时间进行分析，第 １

种方式平均时长在 ８０ 分钟以上，第 ２ 种方式平均时

—０３—



长低于７０分钟.因此，第 ２ 种生产方式更为高效.
解法三:从分布特点进行分析，第 １ 种生产方式

的任务完成时间分布于茎 ８ 位置上，并关于茎 ８ 对

称.第 ２ 种生产方式任务完成时间分布在 ７ 茎上，同
样呈对称分布.使用两种方式生产任务完成时间存

在相同分布区间，但是第 ２ 种方式消耗时间更少，因
此第 ２ 种方式效率高.
１. １. ２ 频率分布直方图求中位数

对于频率分布直方图的识读，要重点注意纵轴代

表的含义为频率 /组距，则代表单个矩形面积即为“频
率”，所有矩形面积之和为 １.当样本容量低于 １００的时

候，可将其分成５ ~１２组.频率分布直方图当中，最高矩

形中点就是众数，中位数处于左右直方图面积相等位

置，所有小矩形面积与其底边中点横坐标乘积之和即

为平均数.利用此类图形的优点在于能够以简单的方

式表示出大量数据，还能将数据分布大体趋势看出来，
不足之处在于难以从图形当中将原始数据看出，若将

数据使用直方图进行表示，就会导致原始数据丢失.所
以可以利用此类图形求众数、平均数或者中位数.
１. ２ 相关关系

变量之间有两个普遍关系，一是确定函数关系，
二是随机关系，也呈相关关系.对于两个变量之间关

系进行判定、分析的方法是线性回归. 高中阶段，相
关关系求解主要是求解其线性回归方程，对于变量

关系进行预测、解释. 在直角坐标系当中，散点图是

将收集的变量统计数据当作横纵坐标描点，此类图

形能够将数据之间密切程度呈现出来，通过初步判

断，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若点分布在一

条直线周围，就可认为两个变量有线性相关关系，也
就是这条直线为回归直线.散点图中，若点分布情况

为从左下至右上，则代表二者为正相关关系;若点分

布情况为左上到右下，则称为负相关.通过散点图能

够将变量相关关系直观呈现，两个变量线性相关也

可利用相关系数进行判断.
在求解应用题的时候，第一类，借助散点图分布

在特定直线附近，使用最小二乘法将线性回归方程

求出来;第二类，利用所给数据，将其带入公式，求出

相关系数进而进行判断，在计算过程要依照公式求

解，准确计算.

１. ３ 独立性检验

独立性检验和反证法类似，应用目的是对两个

分类变量之间关系进行确认，判断其成立可信度.在
计算过程，可先假设结论不成立，假设两个变量无关

系，若通过计算观察值较大，则代表假设不合理. 应
用独立性检测可以辅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问

题展开合理预测，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结论出错

概率不同，对应上界也各有不同.因此若计算结果得

到观察值较大，则代表假设不合理.

２ 高中统计应用题教学策略

２. １ 渗透数学思想

统计推断思想的渗透是数学统计问题求解的核

心思想之一，学生可以借助样本数据整体特征对于

数据进行推断，为决策制定提供依据.
比如:某花店进购一种鲜花，成本 ５元 /枝，之后以

１０元 /支单价售出，如果当日未售出，则当垃圾处理.
(１)若该花店某天进购鲜花 １６ 枝，求当天利润

(ｙ)和需求量 ｎ之间的函数解析式，其中 ｎ∈Ｎ.
(２)花店对于 １００ 天鲜花每日需求量进行记

录，频数分布表如下:
表 １　 鲜花需求量频数分布表

日需量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频数 １０ ２０ １６ １６ １５ １３ １０

　 　 根据花店 １００ 天鲜花需求量频率来计算需求量

发生概率.
问题一:假设花店每天进购鲜花 １６ 支，ｘ 代表

当日利润，求 ｘ分布列、数学期望、方差.
问题二:如果花店打算每天进购鲜花 １６ 枝或者

１７ 枝，那么哪种方案更合理，说明理由.
此问题属于利润计算领域，问题设置包括函数

解析式、随机变量分布列、数学期望、方差等求解，考
查学生推断思想的应用. 解题过程，经过计算，将价

值信息提炼出来，进而制定合理策略.
２. ２ 注重素质培育

数据分析主要指的是学生能够针对研究对象完

成数据收集，选择统计方法，对于数据信息进行推

断.统计应用题的教学，教师可根据实际生活创设问

题情境，通过数据收集和整理，提取出价值信息.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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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生核心素养还表现在对统计模型的建立和分

析能力，具备利用数据语言表达问题的能力.教师要

根据课标要求，对于教学资源加以整合，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提升[３] .
例如，某超市按月采购酸奶，每天进货量相同，一

瓶酸奶进价４元，售价６元，若酸奶当日没有销售出去，
要采取降价处理，以 ２ 元 /瓶价格售出.根据以往销售

经验，酸奶日销量和气温相关，当气温在 ２５ ℃以上时，
日销量 ５００瓶;气温在[２０，２５)之间，日销量 ３００ 瓶;气
温在 ２０ ℃以下，日销量 ２００ 瓶.如果采购在 ６ 月份进

行，对 ６月份气温进行统计，绘制频数分布表 ２:
表 ２　 气温频数分布表

最高气温
[１０，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５，

３０)

[３０，

３５)

[３５，

４０)

天数 ２ １６ ３６ ２５ ７ ４

　 　 最高气温所处区间频率表示最高气温在此区间

内出现概率.
问题一:求六月份该品类酸奶一天销量为 ｘ

(瓶)分布列.
问题二:假设六月份每天销售酸奶利润为 Ｙ

元，六月份酸奶每天进货量 ｎ(瓶)为多少，Ｙ 数学期

望值最大?
此问题属于典型的创新类统计应用题，要求学

生具备数据分析能力. 合理运用数据，利用函数知

识、分类思想进行讨论，考查学生数据分析和处理能

力.在求解过程，问题一要求学生对两组数据进行综

合处理，整理之后得到产品需求量(ｘ)概率分布列，
为数据分析提供支持.在问题二求解过程中，要求学生

根据自身对数据的理解，结合需求量差异，为进货量划

分区间，并根据数量关系列出利润解析式，在不同区间

内求得最值，综合多种情况求出最大值，进行讨论.
理解题意是统计应用题解题关键所在，按照数

据需求进行处理，通过分析得出统计问题解决策略，
在明确信息含义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特点，选择计算

方式.在教学过程，教师不但要为学生分析解题思

路，而且还要给予其时间思考，以便学生处理数据.
２. ３ 设计实践活动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为了迎合素质教育要求，
教师要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组织实践活动.因

为统计领域应用题内容抽象，学生参与实践活动能

够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能将抽象知识、公式等变为具

体的学习体验，通过实践发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调
动学生对统计知识学习兴趣

比如，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学生对于歌曲类型的

喜好展开问卷调查. 第一步，设计问卷，为学生提供

喜爱的歌曲选项，包括古典、流行、爵士、乡村、摇滚

等;第二步，发放问卷并回收;第三步，汇总调查数

据，可以获得哪些结论?
２. ４ 运用信息技术

在大数据时代，教师要树立信息化教学观念，在
统计应用题讲解过程当中，应用信息化技术，调动学

生学习热情.在教学过程，教师还要注意学生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用技术手段处理数据.
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之下，能够通过随机模拟，将样本、
总体之间关系明确，使用计算机对于数据进行处理，避
免出现繁琐运算，辅助学生积累经验，感受统计思想.
统计分析软件是统计应用题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在
授课期间，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解 Ｓｐｓｓ 和 Ｅｘｃｅｌ 等统计

软件功能.比如，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绘制分布直方图，计算

方差;利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求一组数字平均数、中位数等.

３ 结束语

综上分析，高中数学统计应用题教学目的是培

养学生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其学习数学

知识的热情.教师要不断学习统计应用题教学理论，
在问题讲解阶段渗透数学思想，运用信息化手段辅

助教学，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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