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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全国卷中统计小题的命题动向分析
■湖 南 省 郴 州 市 教 育科 学研 究 院汪 昌 华

高考对统计的考查主要 围绕抽样 、 统计 图

表 、样本估计总体和统计推断 四 个方面 。 本文

聚焦近几年高考的热点 问题 ， 给 出 一些复 习 备

考的建议和对高考命题的一些看法 ， 以 期 帮 助

大家高效地备战高考 ， 实现科学备考的 目 标 。

考 向
一

、 分 层 抽 样 与 样 本 均 值 、 方 差 、 百

分位数等融合

洌 １某高 中 有学生 ５ ０ ０ 人 ， 其 中 男

生 ３ ０ ０ 人 ， 女生 ２ ０ ０ 人 ， 希望获得全体学生 的

身高信息 ？ 按照 分层 抽 样 的 方法 抽 取 了 容 量

为 ５ ０ 的样 本 。 经计算 得 到 男 生 身 高 样 本 均

值为 １ ７ ０ｃｍ ， 方差 为 １ ７ｃｍ
２

； 女 生 身 高 样 本

均值为 １ ６ ０ｃｍ ，方差 为 ３ ０ｃｍ
２

。 下 列 结论 中

正确 的是 （ ） 。

Ａ ． 男 生样本容量为 ２ ０

Ｂ ． 每 个女生被抽 到 的概率均为４
〇

Ｃ ． 所有样本 的均值为 １ ６ ６ｃｍ

Ｄ． 所有样本 的方差为 ２ ２ ．２ｃｍ
２

５ ０

解析 ： 男 生 样 本 容 量 为 ３ ０ ０ Ｘ
＾ 

＝
３ ０ ，

故选 项 Ａ 错 误 ； 每 个 学生 入 样 的 概 率 均 为

＝ 

＝故选项 Ｂ 错误 ； 记男 生 样本 为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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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值为 ２ ： ，方差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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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方差 为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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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故选项 Ｃ 正确 ． 选项 Ｄ 错误 。

故选 Ｃ 。

点 评 ： 本题 考 查 了 概 率 、 方 差 、 均 值 等 知

识 ． 是一道综合性较强 的 题 目 。 其 中 分层抽样

的 均 值和方 差是新教材 中 增 加 的 知 识 ． 教材 中

推导 了 分 层抽样 的 方 差 公 式 。 在 必 修二 ２ １ ６

页 拓广探 索 第 １ １ 题 ： 已 知 总 体 划 分 为 三层 ， 采

用 样本量 比例 分配 的 分 层 随机抽样 ， 得到 各层

抽取的 样本量 、 样本 平 均 数 和 样 本 方 差 分别 为

／ ，ｊ ， ｓ
ｆ

．

； 
ｍ ，

；ｙ ， ｓ
ｇ ； 

？ ， ｚ ， ｓ
〈 。 记 总 的 样 本 平 均 数

为 ｉ ？ 样 本 方 差 为 ｓ

２

． 则 有 如 下 两 个 结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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洌 ２ （ 多 选 题 ） 已 知 一 组 样 本 数 据

工
】

， ｊｔ
２

，

？ ？ ？

， ｊｃ
１ ５

， 其 中 ｊｃ
，

＝
２ （  ￡ 

＝

１ ， ２ ，

…

， １ ５  ） ，

由 这组 数 据 得 到 另 一 组 新 的 样 本 数 据 ％ ，

ｈ ，

…

， ， 其 中 乂

＝

工
，

—

２ 〇 ， 贝 丨Ｋ ） 〇

Ａ ． 两组样本数据 的样本方差相 同

Ｂ ． 两 组样本数据 的样本平均数相 同

Ｃ ．

３Ｍ ，
：ｙ ２

，

…

，
：ｙ ｉ ｓ 样 本 数据 的 第 ３ ０ 百分

位数为
一

１ ０

Ｄ ． 将 两组 数据合 成 一个 样本容量 为 ３ ０

的新 的样本数据 ，该样本数据 的平均数为 ５

解析 ： 对于 Ａ ， 样本数据 兄
＝

１
＿

２ ０ ， 则

Ｄ （ ３〇
＝

Ｄ （ ：ｃ ） ， 即 两组样 本 数据 的 样 本方差

相 同 ， Ａ 正确 ；

对于 Ｂ ？ 样本数据 ：ｒ
：

， ｊｒ
２

，

…

， １
１ ５

， 其平均

２ ＋ ４ １

—？
４

Ｓ Ｏ

数 工
＝ —— ＝

１ ６ ， 新 的 样 本 数 据
１ 〇

％ 

＝

工
，

２ ０ ， 则 新 的 样 本 数据 的平均 数 孓
＝

５ 

—

２ ０
＝
—

４ ， Ｂ错误 ；

对于 Ｃ ， ３ ０ Ｘ１ ５ ％ 

＝
４ ．５ ， 则样本数据 ％ ，

ｈ ，

…

， 的 第 ３ ０ 百分位 数 为 第 ５ 个数据 ，

即
一

１ ０ ， Ｃ 正确 ；

对于 Ｄ ， 将两组数据合 成一个样本容量

为 ３ ０ 的新 的样本数据 ， 则 该样本数据 的平均

数 为
１ ５ Ｘ １ ６ ＋ １ ５ Ｘ （

―

４ ）

３ ０

＝

６ ， Ｄ 错误 。

故 选 ＡＣ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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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 分析 两 组数据 ， 进 而 由 平 均 数 、 方

差 和 百 分位数 的 计 算公 式 分 析 选 项 ， 综 合 可

得答案 。 有 关 两 组数据之 间 的 均 值和 方 差 的

结论在 教 材 课 后 习 题 中 亦 有 证 明 。 由 此 可

见 ？ 统计 中 的 一 些 结 论 的 证 明 与 应 用 也是 高

考 考 查 中 的 重 点 。 比 如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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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地 ， 若 两 个 变 量 ｘ
，

， ％ 满 足 兄
＝

＜２ ＊３：
，

＋ ６ ， 其 中 ａ 为 常 数 ， 则 有 以 下 两 个 结 论 ：

（ ｌ ）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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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向 二 、统计 中 的 数据 分析

洌 ３四名 同学各掷骰子 ５ 次 ， 分别记

录每 次骰子 出 现 的 点 数 ？ 根 据 四 名 同 学 的 统

计结果 ， 可 以 判 断 出 一定没有 出 现点数 ６ 的

是 （ ） 。

Ａ ． 平均数为 ３ ， 中 位数 为 ２

Ｂ ． 平 均数为 ３ ， 方差 为 ２ ．６

Ｃ ． 中 位数为 ３ ， 众数为 ２

Ｄ． 中位数为 ３ ， 方差 为 １ ．６

解析 ：对于 Ａ ， 当投掷骰子 出 现 的结果 为

１ ， １ ， ２ ， ５ ， ６ 时 ， 满 足平均 数 为 ３ ， 中 位数 为 ２ ，

可 以 出 现点数 ６ ， 所 以 Ａ 错误 ；

对于 Ｂ ， 若 出 现点数 ６ ， 且其平均数 为 ３ ，

设这五个数从小到大依次为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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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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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矛盾 ， 故这样 的五个数不存在 ， 即 不

可能 出 现点数 ６ ， 所 以 Ｂ 正确 ；

对于 Ｃ ， 当投掷骰子 出 现 的结果 为 ２ ， ２ ，

３ ， ４ ， ６ 时 ， 满足 中 位数 为 ３ ， 众数 为 ２ ， 可 以 出

现点数 ６ ， 所 以 Ｃ 错误 ；

对于 Ｄ ， 当 投掷骰子 出 现 的结果 为 ３ ， ３ ，

３ ， ５ ， ６ 时 ， 满 足 中 位 数 为 ３ ， 其平均 数 为 二 ＝

￣

＾

￣

（ ３ Ｈ ３ ＋ ３ ＋ ５ ｈ ６ ） 
＝

４ ， 方差为ｓ

２

＝ ￣

＾ ［ （ ３ 

〇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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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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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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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 可 以 出 现点数 ６ ， 所以 Ｄ 错误 。

故选 Ｂ 。

点 评 ： 本题 考 查 了 平 均 数 、 中 位 数 、 众 数

和 方 差在 统 计 中 的 应 用 ， 以 及 各 个 数据 对 总

体 的 影 响 ， 主 要 考 查 同 学 们 的 逻辑 推理 和 数

学运 算 能 力 ， 属 较难题 。

考 向 三 、统计 图 表估计 与 计 算

＜５！ １４（ 多选题 ）某学校开展了针对学生

使用手机问题 的 专项 治理 ， 效果显 著 ， 现随机

抽取该校 １ ０ ０ 名 学生 ， 调查他们周六使用手机

的时 间 （单 位 ：
ｍ ｉｎ ） ， 数 据 按 照 ［ 〇 ，２ ５ ） ， ［ ２ ５ ，

５ ０ ） ，

…

， ［ １ ２ ５ ， １ ５ ０ ］分组 ， 得到如 图 １ 所示 的频

率分布直方图 ，则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 。

Ａ ． 这 １ ０ ０ 名 学 生 中 ， 有 ２ ５ 名 学 生 周 六

使用手机的时间 在 ［ ７ ５ ， １ ０ ０ ） 内

Ｂ ． 估计这 １ ０ ０ 名 学生 中 ， 周 六 使 用 手机

的平均时 间 约为 ５ ０ｍ ｉ ｎ

Ｃ ． 估计这 １ ０ ０ 名 学生 中 ， 周 六 使 用 手 机

时间 的第 ６ ０ 百分位数约 为 ８ ０

Ｄ ． 估计该校 周 六使用 手机时 间 超 过 ２ｈ

的学生 比 例 为 １ ０ ％

解析 ： 根据频率分布直方 图 得 ２ ５ ａ
＝

ｌ 

—

２ ５ Ｘ （ ０ ．０ ０ ４ ＋ ０ ．０ ０ ６ Ｘ ２ ＋ ０ ．０ １ ２ ＋ ０ ．０ ０ ２ ）
＝

０ ．２ ５ ， 解 得 ａ
＝

０ ．０ １ 。 周 六 使 用 手 机 时 间 在

［ ７ ５ ， １００ ） 内 的频率为 ２ ５ａ
＝

０ ．２ ５ ， 故有 ２ ５ 名 同

学 ， Ａ 正确 ； 周六使用手机的平均时间 约为 ２ ５ Ｘ

（２ ５ ７ ５ １ ２５

＾

０ ． ００４ Ｘ  Ｈ ０ ． ００ ６ Ｘ 

—

｜ 〇 ． ０ １ ２ Ｘ 

——

ｈ ０ ． ０ １ Ｘ

１ ７５ ， ２２５ ■ａ２ ７ ５
、＾… 、

—

ｈ Ｏ ． ００６ Ｘ 

——

ｈ Ｏ ． ００２ Ｘ
＾ｊ

＝

７ １ ．２ ５ （ ｍ ｉｎ ）  ９

１ ０



Ｂ 错误 ； 周 六 使 用 手机 时 间 在 ［ ０ ， ７ ５ ） 内 的 频

率为２ ５Ｘ（ ０ ？０ ０ ４ ＋ ０ ．０ ０ ６ ＋ ０ ．０ １ ２ ）
＝

０ ？５ ５ ，

则第 ６ ０ 百 分位 数是 ７ ５ ＋

〇 ． ６

；９

〇

：

５ ５

Ｘ２ ５
＝

０ ．Ｚ ｄ

８ ０ ， Ｃ 正确 ； 周六使用手机时 间 在 ［ １ ００ ， １ ２ ５ ） 内

的频率为 ０ ．００ ６ Ｘ ２ ５ 

＝
０ ．１ ５ ， 使用手机时 间 在

匚 １ ２ ５ ， １ ５ ０ ］ 内 的频率为 ０ ？０ ０ ２ Ｘ ２ ５ 

＝

０ ．０ ５ ， 所 以

周六使 用 手 机 时 间 超 过 ２ｈ 的 学 生 频 率 为

５

＆
Ｘ ０ ．００ ６ Ｘ ２ ５＋ ０ ． ０ ５ 

＝

０ ．０ ８ ， Ｄ 错误 。

故选 ＡＣ 。

点 评 ：
此题 考 查 频 率 分 布 直 方 图 中 的 平

均 数 、 百 分 位数的 算 法 ？ 属 于基础题 。 根据 频

率 分布 直 方 图 求 出 图 中 ＾ 的 值 ， 计 算 可 判 断

选 项 Ａ ； 直接计 算 平 均 数 即 可判 断 选 项 Ｂ
； 通

过频 率 判 断 百 分位数 所 在 区 间 ？ 再 计 算 判 断

选项 Ｃ ； 根据 最后 两 组数据 ， 得 出 周 六 使 用 手

机 时 间 超过 ２ｈ 的 频 率 ？ 即 可判 断 选项 Ｄ 。

考 向 四 、 统计 图 表分析 与 推 断

洌 ５（ 多选题 ） 为 了 解 中 学生课外 阅

读情况 ？ 现从某 中学随机抽取 ２ ０ ０ 名 学生 ， 收

集 了 他们一年 内 的 课 外 阅 读量 （ 单位 ： 本 ） 等

数据 ， 如表 １ 所示 ， 图 ２ 是根据数据绘制 的统

计图 表 的一部分 。

表 １

学生

［０ ， １０ ） ［ １０ ， ２０ ） ［２０ ， ３０ ） ［３０ ， ４０ ） ［４０ ， ＋〇〇
）

性别
男 ７ ３ １ ２ ５ ３ ０ ４

女 ８ ２ ９ ２ ６ ３ ２ ８

学段
初 中 ２ ５ ３ ６ ４ ４ １ １

高 中

学 生 类 别 阅 读 量

下 面推断合理的 是 （ ） 。

Ａ ． 这 ２ ０ ０ 名 学 生 阅 读 量 的 平 均 数 可 能

是 ２ ６ 本

Ｂ ． 这 ２ ０ ０ 名 学 生 阅 读 量 的 ７ ５ ％ 分位 数

在 区 间 ［ ３ ０ ， ４ ０ ） 内

知 识篇 科 学 备 考新指 向 Ａ
高 考数学２ ０ ２ ３ 年 １ ２ 月 Ｔ 寸 求江代

Ｃ ． 这 ２ ０ ０ 名 学生 中 的初 中 生 阅读量 的 中

位数 －定 在 区 间 ［ ２ ０ ， ３ ０ ） 内

Ｄ． 这 ２ ０ ０ 名 学 生 中 的 初 中 生 阅 读量 的

２ ５ ％分位数可能在 区 间 ［ ２ ０ ， ３ ０  ） 内

解析 ： 由表 １ 知 ， 男生共 ７ ＋ 
３ １ ＋ ２ ５ ＋ ３０ ＋

４ ＝ ９ ７（ 人 ） ， 女 生 共８＋２９＋２ ６＋３ ２＋８
＝

１ 〇３ （人 ） ，这 ２００ 名学生阅读量的平均数为 ２０ ．５

９ ７ １ ０３

５ Ｘ
＾５５ 

＝

２３ ．〇 ７ ５ （本 ） ， 故Ａ错误 ； 因

为 ２００ Ｘ ７５％ 

＝
１ ５０ ， 所 以 这 ２００ 名 学生 阅 读量

的 ７ ５ ％分位数是从小到大排序后 的第 １ ５０ 与第

１ ５ １ 个数的平均值 ， 由 表格知第 １ ５０ 与第 １ ５ １ 个

数都在 区 间 ［ ３０ ， ４０ ） 内 ， 故 Ｂ 正确 ； 阅 读量在 区

间 ［０ ， １ ０ ） 内共有 １ ５ 人 ， 若初 中 生阅读量在 区 间

［０ ， １ ０ ） 内 共有 ０ 人 ， 则其 中 位数在 区 间 ［ ２０ ， ３０ ）

内 ． 若初 中生阅读量在区间 ［〇 ， １ 〇 ） 内共有 １ ５ 人 ，

则其中位数在 区 间 ［２０ ， ３０ ） 内 ， 故这 ２００ 名 学生

中 的初 中生阅 读量的 中位数一定在区间 ［２０ ， ３０ ）

内 ， 故 Ｃ 正确 ； 当初 中生阅读量在 区 间 ［０ ， １ ０ ） 内

共有０人时 ， （ ２ ５ ＋ ３ ６＋ ４４ ＋ １ １ ）Ｘ ２ ５％ 

＝
２ ９ ， 故

这 ２００ 名学生 中 的初 中生阅读量的 ２ ５ ％分位数

是从小到大排序后 的第 ２ ９ 与第 ３０ 个数的平均

值 ？ 在区间 ［ ２０ ， ３０ ） 内 ． 故 Ｄ 正确 。

故选 ＢＣＤ 。

点 评 ： 本题 考 查 图 与 表之 间 的 联 系 ． 考 查

平 均 数 、 中 位数及百 分位数的 应 用 。 求 男 女 生

人数 ， 再 由 加权 平 均 数求值 可判 断 Ａ 选项 ， 根

据 ７ ５ ％分位数 的 定 义 ， 结 合表格 可判 断 Ｂ 选

项 ， 阅 读量在 区 间 ［〇 ， １ 〇 ） 内 共有 １ ５ 人 ． 可判 断

无论初 中 生 阅 读 量在 区 间 ［ ０ ． １ ０ ） 内 是 ０ 人还

是 １ ５ 人 ， 其 中 位数都 在 区 间 ［ ２ ０ ， ３ ０ ） 内 ． 从 而

判 断 Ｃ 选项 ， 当 初 中 生 阅 读 量在 区 间 ［ ０ ， １ ０ ） 内

共有 ０ 人时 ， 可判 断这 ２００ 名 学 生 中 的 初 中 生

阅 读量 的 ２ ５％ 分位数在 区 间 ［ ２０ ， ３ ０ ） 内 。

总 之 ． 高 考 中 的 统计小 题 常 与 概 率结合

在一起 ， 其 中 方差 、平均数 、 中 位数 、 百分位数

的计算 是热点 。 频率分布直方 图 、 扇 形 图 、 散

点 图 和折线 图 儿种常 见 的 图 表 分析也是统计

小题 中 的 重 点 。 因 此 ， 根 据统计 图 表 与 数 据

进行分析 和 计算 是统计 中 的 核心 问 题 ， 也代

表 着 高 考对数学核心 素 养 的 考查方 向 。

（ 责任编 辑 王 福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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