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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概率求解中四类易错问题

田 鹏  华 静

(重庆市长寿中学)

  概率是高中数学的主干知识之一,它以随机现象

为研究对象,以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为主要内容．
现行的人教A版高中数学教材中介绍的概率模型有

古典概型、互斥(对立)模型、条件概率模型与全概率

模型．在概率学习过程中,由于对各种计算模型的区

分不到位,导致出现很多概念性错误以及知识点混淆

的错误．本文辨析在概率求解问题中的四类常见错误．

１ 把“非等可能”事件当成“等可能”事件

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公式为P(A)＝
n(A)
n(Ω)

,其

中A 为随机事件,n(A)为随机事件A 包含的样本点

个数,Ω 为样本空间,n(Ω)为样本空间包含的样本点

个数．运用古典概型计算概率的关键是识别模型,准
确计算随机事件和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个数．

例１ 掷两枚质地均匀的骰子,求所得点数之和

为６的概率．
错解 记事件A 为“点数之和为６”,Ω 为样本空

间．两枚骰子上的点数之和有１１种结果,即２,３,…,

１２,因此样本空间Ω 中有１１种结果,即n(Ω)＝１１,而
点数之和为６只有１种结果,即n(A)＝１．根据古典

概型计算公式得P(A)＝
１
１１．

辨析 样本空间中的１１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是

相等的,如点数之和为２的只有这(１,１)这１种结果,
而点数之和为６的有(１,５),(２,４),(３,３),(４,２),(５,

１)这５种．因此,错解是把“非等可能”事件的概率当成

了“等可能”事件的概率计算．
正解 记事件A 为“点数之和为６”,Ω 为样本空

间．用有序实数对(x,y)的方式记一个样本点,其中x
表示其中一枚骰子掷出的点数,y表示另一枚骰子掷

出的点数．根据分步计数原理可得,样本空间Ω 中有

３６种等可能的结果,而事件A 中包含(１,５),(２,４),
(３,３),(４,２),(５,１)这５种．根据古典概型计算公式得

P(A)＝
５
３６．

例２ 第１９届亚运会的吉祥物由“琮琮”“宸宸”

和“莲莲”三类组成,现有印着三类吉祥物的挂件各２
个(同类吉祥物完全相同,无区别),若把这６个挂件

分给三位同学,每人２个,则恰好有一位同学得到同

类吉祥物的概率是(  )．

A．
１
４  B．

２
５  C．

１
７  D．

３
７

错解 设吉祥物“琮琮”“宸宸”和“莲莲”分别为

A,B,C,三个人分别为甲、乙、丙．根据题意,将A,A,

B,B,C,C６个吉祥物平均分给三个人,求恰有一位同

学得到同类吉祥物的概率．记事件D 为“恰有一位同

学得到同类吉祥物”,Ω 为样本空间．下面分类计算各

种情况．
若三个人都得到同类吉祥物,则可把AA,BB,

CC 看成３个不同的元素,根据排列知识,有A３３＝６种

结果．
若三个人都没有得到同类吉祥物,则把三类吉祥

物A,A,B,B,C,C 分成AB,AC,BC,将其看成３个

不同的元素,根据排列知识,有A３３＝６种结果．
若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得到同类吉祥物,则把三类

吉祥物A,A,B,B,C,C 分成AA,BC,BC,或AC,

BB,AC,或AB,AB,CC．先将AA,BC,BC 分给三个

人,有３种结果,后两种情况也各有３种结果,根据分

类计数原理,共有９种结果．
综上,样本空间Ω 中有２１种结果,即n(Ω)＝２１,

事件D 中有９种结果,即n(D)＝９,根据古典概型计

算公式得P(D)＝
３
７
,故选D．

辨析 样本空间中的２１种结果不是等可能的．首

先明确本题中的样本点是把三类吉祥物(共６个)平
均分配给三个人的具体分法．若三个人都得到同类吉

祥物,则AA,BB,CC 在整个样本空间中共出现了６
次．若三人中有一个人得到同类吉祥物,如AA,BC,

BC,则它们在整个样本空间中共出现了３次．因此,样

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不是等可能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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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把相同的吉祥物组合出现的次数合并了．
正解 记２个“琮琮”吉祥物为A１,A２,２个“宸

宸”吉祥物为B１,B２,２个“莲莲”吉祥物为C１,C２．事
件D 为恰有一位同学得到同类吉祥物,Ω 为样本空

间．将６个不同的吉祥物平均分给甲、乙、丙三个人,则
有C２６C２４C２２＝９０种结果．若三人中只有一个人得到同

类吉祥物,则有C１３C１３C１２C１２＝３６种结果．样本空间Ω 中

有９０种结果,即n(Ω)＝９０,事件D 中有３６种结果,

即n(D)＝３６,根据古典概型计算公式得P(D)＝
２
５
,

故选B．
知识回顾 运用古典概型计算公式求概率,需满

足三个条件:

１)样本空间中的每一个样本点是等可能的;

２)样本空间中的任意两个样本点间是互斥的;

３)样本空间中的样本点个数是有限的．
在实际运用时,首先应当明确问题中的样本点是

什么,其次考虑如何求解样本点个数．如果样本点个

数较少,可采用树状图直观分析,避免出现错误．

２ 混淆互斥事件与独立事件

互斥事件指的是两个事件在任何一次试验中都

不可能同时发生,强调的是关系．独立事件是指一个

事件的发生与否对另一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没有影

响,强调的是概率．

例３ 两人投篮,甲投篮命中率为０●８,乙投篮命

中率为０●７,每人各投３次,两人恰好都投中２次的概

率是多少?

错解 设“甲恰好投中２次”为事件A,“乙恰好

投中２次”为事件B,则两人都恰好投中２次为事件

A∪B．依题意有

P(A)＝C２３×(０●８)２×０●２＝０●３８４,

P(B)＝C２３×(０●７)２×０●３＝０●４４１,
则P(A∪B)＝P(A)＋P(B)＝０●８２５,即两人恰好

都投中２次的概率为０●８２５．
辨析 依题意,甲、乙每次投篮命中的概率不变,

每次投篮命中与不命中是相互独立的．两人恰好都命

中２次实际上指的是甲在３次投篮中有２次命中这

个事件与乙在３次投篮中有２次命中这个事件同时

发生．因此,错解把独立事件同时发生当成了互斥事

件的和事件进行计算．
正解 设“甲恰好投中２次”为事件A,“乙恰好

投中２次”为事件B,则两人都恰好投中２次为事件

A∩B．依题意有

P(A)＝C２３×(０●８)２×０●２＝０●３８４,

P(B)＝C２３×(０●７)２×０●３＝０●４４１,
则P(A∩B)＝P(A)P(B)＝０●１６９３４４,即两人恰好

都命中２次的概率为０●１６９３４４．

例４ 某家庭电话在家中有人时,打进的电话响

第一声时被接听的概率为０●１,响第二声时被接听的

概率为０●３,响第三声时被接听的概率为０●４,响第四

声时被接听的概率为０●１,那么电话在响前四声内被

接听的概率是多少?
错解 设事件A１ 为“响第一声时被接听”,事件

A２ 为“响第二声时被接听”,事件A３ 为“响第三声时

被接听”,事件A４ 为“响第四声时被接听”,则响前四

声内被接听为事件A１A２A３A４．依题意有P(A１)＝
０●１,P(A２)＝０●３,P(A３)＝０●４,P(A４)＝０●１,则

P(A１A２A３A４)＝P(A１)P(A２)P(A３)P(A４)＝
０●１×０●３×０●４×０●１＝０●００１２,

所以电话在响前四声内被接听的概率是０●００１２．
辨析 电话在响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被接听是互斥的．如果把接听电话看成一次试验,那么

只要电话是第一声被接听的这个事件发生,那么响第

二声、第三声、第四声被接听这些事件就不会发生．错解

把互斥事件的概率问题当成了独立事件的概率问题．
正解 设事件A１ 为“响第一声被接听”,事件A２

为“响第二声被接听”,事件A３ 为“响第三声被接听”,
事件A４ 为“响第四声被接听”,则响前四声内被接听

为事件A１∪A２∪A３∪A４．依题意有P(A１)＝０●１,

P(A２)＝０●３,P(A３)＝０●４,P(A４)＝０●１,则

P(A１∪A２∪A３∪A４)＝P(A１)＋P(A２)＋
P(A３)＋P(A４)＝０●１＋０●３＋０●４＋０●１＝０●９,

所以电话在响前四声内被接听的概率是０●９．
知识回顾 若事件A 和B 在任何一次随机试验

中都不可能同时发生,则称A 与B 互斥,特别地,若
事件A 和B 在任何一次随机试验中都不可能同时发

生,且其中必然有一个发生,则称A 与B 对立．若事件

A 和B 互斥,则P(A∪B)＝P(A)＋P(B)．若事件

A 和B 对立,则P(A)＝１－P(B)．若A 事件与B 不

互斥,则P(A∪B)＝P(A)＋P(B)－P(AB)．若事

件A 的发生与否对事件B 的发生可能性没有影响,
则称A 与B 独立,则它们的积事件AB 的概率为

P(AB)＝P(A)P(B)．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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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混淆条件概率与积事件

条件概率指的是在一个事件发生的条件下,另一

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它也是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满
足概率的公理化定义．积事件指的是一次试验中两个

事件同时发生,它不是一个概率而是一个事件,它发

生的概率可用乘法公式计算．

例５ 袋中有６个黄球和４个白球,若不放回抽

样,每次任取一球,取２次,求第二次才取到黄球的

概率．
错解 记“第一次取到白球”为事件A,“第二次

取到黄球”为事件B,“第二次才取到黄球”为事件C．

依题意有P(A)＝
２
５
,P(AB)＝

２
５×

２
３＝

４
１５
,则

P(C)＝P(B|A)＝
P(AB)
P(A)＝

２
３
,

所以第二次才取到黄球的概率为２
３．

辨析 依题意,第二次才取到黄球并不是指在第

一次取到白球的条件下第二次取到黄球这个事件．第
二次“才”取到黄球说明第一次取到的是白球．因此,
它表示第一次取到白球与第二次取到黄球同时发生．

正解 记“第一次取到白球”为事件A,“第二次

取到黄球”为事件B,“第二次才取到黄球”为事件C．

依题意P(A)＝
２
５
,P(B|A)＝

２
３
,则

P(C)＝P(AB)＝P(A)P(B|A)＝
２
５×

２
３＝

４
１５．

例６ １００件产品中有１０件次品,随机不放回取

２次,每次取一件,求在第一次取得正品的条件下,第
二次取得正品的概率．

错解 设“第一次取得正品”为事件A,“第二次

取得正品”为事件B,则“在第一次取得正品的条件

下,第二次取得正品”为事件AB．依题意可得P(A)＝
９
１０
,P(B)＝

８９
９９
,则P(AB)＝

９
１０×

８９
９９＝

８９
１１０．

辨析 “在第一次取得正品的条件下,第二次取

得正品”指的是以第一次取得正品为条件,第二次取

得正品的概率,而不是第一次取得正品这个事件和第

二次取得正品这个事件同时发生．错解把条件概率问

题当成了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问题．
正解 设“第一次取得正品”为事件A,“第二次

取得正品”为事件B,则“在第一次取得正品的条件

下,第二次取得正品”为事件B|A．依题意,P(A)＝
９
１０
,P(AB)＝

８９
１１０
,则P(B|A)＝

P(AB)
P(A)＝

８９
９９
,所以

在第一次取得正品的条件下第二次取得正品的概率

为８９
９９．

知识回顾 在事件A 发生的条件下,事件B 发

生为事件B|A,则称事件B|A 发生的概率为条件概

率,且P(B|A)＝
P(AB)
P(A)．

特别地,在古典概型中,

P(B|A)＝
n(AB)
n(A)

,其中n(AB)为A 与B 同时发生

包含的样本点数,n(A)为条件包含的样本点数．在一

次试验中,将A 与B 同时发生这一事件记为AB．若

A 与B 独立,则P(AB)＝P(A)P(B);若A 与B 不

独立,则P(AB)＝P(A)P(B|A)．在实际运用时,厘

清条件概率的本质含义与积事件的本质含义最为关键．

４ 误解独立重复事件同时发生的关键条件

独立重复事件指的是在相同的条件下,独立重复

做多次试验,每次试验中只有互为对立事件的两个事

件之一发生,其概率计算满足独立重复事件的概率乘

法公式．

例７ 在某场足球比赛中,若甲队与乙队在常规

时间内战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决胜环节．在点球决胜环

节中,双方首先轮流罚点球３轮,罚中更多点球的球

队获胜．若双方在三轮罚球中未分胜负,则需要进行一

对一的点球,即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罚点球,直至分

出胜负;已知甲队每位队员罚点球的命中率都能达到

０●８,而乙队队员的点球命中率只有０●５,比赛时通过

抽签决定甲队在每１轮都先罚球．若两队在前３轮点

球结束后打平,进入一对一点球,一对一点球由没有

在之前点球大战中出场过的队员主罚点球,若在一对

一点球的某一轮中,某队队员射入点球且另一队队员

未能射入点球,则比赛结束;若两名队员均射入点球

或未能射入点球,则进行下一轮比赛．若直至双方场上

每名队员都已经出场罚球,则比赛亦结束,双方通过

抽签决定胜负．求一对一点球中,点球３轮结束比赛的

概率．
错解 设事件B 为“点球三轮结束比赛”,事件B

发生当且仅当前两轮点球未能结束比赛．第三轮点球

分了胜负,结束比赛．第３轮点球有甲队射入点球而乙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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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未能射入点球和甲队未能射入点球而乙队射入点

球两种情况,则

P(B)＝(１－０●８)３×(１－０●５)２×０●５＋(１－０●５)３×
(１－０●８)２×０●８＝０●００５,

故一对一点球中,点球３轮结束比赛的概率为０●００５．
辨析 错解未能准确理解题意,把两个队中的各

３名队员点球当成了独立事件,让６名队员的点球事

件同时发生,其中忽略了很多情况．事实上,虽然每轮

点球,甲、乙两队的队员射入点球的概率不变,对于每

名队员来讲,每轮点球只有射入点球和未能射入点球

两种结果,每名队员每轮射入点球或未射入点球是独

立的,互不影响的,但是每轮点球能不能结束比赛取

决于甲、乙两队的两名队员．因此,要以每轮点球结束

比赛的概率为研究对象．
正解 记事件B 为“点球３轮结束比赛”,事件

Ai 为“第i轮点球结束后比赛结束”,i＝１,２,３,则

P(Ai)＝０●８×０●５＋０●２×０●５＝０●５,事件B 发生当

且仅当前２轮点球未能结束比赛．因此,P(B)＝(１－
０●５)２×０●５＝０●１２５,所以点球３轮结束比赛的概率

为０●１２５．

例８ 甲、乙两人进行了一次羽毛球比赛,约定

先胜３局者获得比赛的胜利,比赛结束．假设在１局比

赛中若甲先发球,这局甲获胜的概率是２
３
;若乙先发

球,这局比赛乙获胜的概率是１
２．

已知第１局比赛甲先

发球,以后每局比赛由前１局获胜的一方先发球,且
各局比赛结果相互独立,每局比赛都分出胜负．求比

赛进行了４局,甲获胜３局的概率．
错解 记事件A 为比赛进行了４局,甲获胜３

局．依题意,第４局一定是甲获胜,前３局中甲获胜了

２局,则P(A)＝C２３×(
２
３
)２×(

１
３
)２＝

４
２７
,所以比赛进

行了４局,甲获胜３局的概率为４
２７．

辨析 错解误认为每一局比赛甲获胜的概率是

不变的,导致计算出错．事实上,每一局比赛可能是甲

获胜,也可能是乙获胜．由于谁发球对甲取胜的概率

有影响,因此,用组合数C２３表示甲在前３局中获胜的

情况种数是没问题的,但是概率需要分情况分析．
正解 由题意知第４局一定是甲获胜,前３局中

甲获胜了２局,有３种情况,鉴于每局甲获胜的概率

受谁发球影响,下面列表说明这３种情况．如表１所

示,用＃表示发球,用●表示取胜,空格表示既不发球

也不赢球．
表１

第１局 第２局 第３局 第４局

情况１
甲 ＃● ＃● ＃ ●

乙 ● ＃

情况２
甲 ＃● ＃ ● ＃●

乙 ● ＃

情况３
甲 ＃ ● ＃● ＃●

乙 ● ＃

  从上表可看出,P(A)＝
２
３×

２
３×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１
３×

１
２×

２
３×

２
３＝

２
９
,所以比赛进行了

４局,甲获胜３局的概率为２
９．

知识回顾 在一次试验中,若只有两种结果,则
称此试验为伯努利试验．在相同的条件下,独立重复伯

努利试验n次,则称为n重伯努利试验．记一次伯努

利试验中其中一种结果为事件A,其发生的概率为p．
则在n次试验中,事件A 发生k次的概率为P(A)＝
Ckn(１－p)n－kpk(k＝０,１,２,…,n)．运用独立重复试验

的概率公式的关键有两点,其一看各次试验是否是独

立的,其二看每次试验是否只有两个结果且每个结果

发生的概率不变．如常见的抛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

n次,求其中正面向上出现k次的概率问题就是一个

n重伯努利试验问题．

５ 小结

理解每一种概率模型是学习概率知识的重中之

重,也是准确计算概率问题的关键．在概率问题的求解

中,经常由于未能理解题意或者将某些知识点(概念)
混淆导致出现求解错误的情况．要想规避这些错误,需
要厘清每一个概念,能够记住一些经典的概率问题．例
如,可以用抛掷质地均匀的骰子理解古典概型,可以

用“三门问题”理解条件概率,可以用重复抛掷质地均

匀的硬币理解独立重复试验．

  本文系２０２２年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
划一般课题“大观念理念下主题学习的实践研

究”(课题编号:K２２YJ１１３５２４)的研究成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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