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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教案 

                             编号：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课型：理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它□ 

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Ch1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1.1 随机试验 

  §1.2 样本空间、随机事件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 理解随机试验、样本空间、随机事件的概念。 

2) 掌握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与运算。 

教学内容（注明：* 重点    # 难点    ？疑点）： 

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的对象——随机现象 

客观现象：确定性现象和不确定性现象。 

确定性现象（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发生； 

例1：Ⅰ）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当温度达到100℃时，纯净水一定沸腾； 

Ⅱ）向上抛掷的一颗石子必定要落回地面。 

不确定性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多种可能发生的结果，而且事先都不能预言多种可能结

果中究竟出现哪一种。 

例2：Ⅰ）掷一枚硬币，观察落在桌面上究竟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 

Ⅱ）桥牌选手在拿到牌之前并不知道他将拿到一手怎样的牌； 

Ⅲ）实弹射击，观察射击的弹着点； 

Ⅳ）统计某车站在下午1:00到2:00 之间的顾客数； 

Ⅴ）在一批灯泡中任意抽取一只，测试它的使用寿命。 

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研究内容——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 

在每次试验中呈现不确定性，而在大量重复试验中又呈现某种统计规律性 

三、随机试验与随机事件 

1． 随机试验 

试验：对某种现象进行一次观测或测验，称为一次试验； 

随机试验须满足三个条件：（1）试验可重复性；（2）试验结果的多样性与取值范围的

明确性；（3）试验结果的不确定性。 

2．样本空间、样本点与随机事件 

样本空间：把一切可能的结果用集合的形式写出,称为样本空间，记为。（注：样本空间可 

以是有限集的或无穷集的；可以是一维的或多维的；可以是离散的也可以是某个区

域的） 

样本点：组成样本空间的元素，记为。 

随机事件：样本空间中满足某些条件的样本点构成的子集，记 CBA ,, 。 

发生：若试验后出现的结果 A ，则称事件 A发生，否则称 A不发生。 

基本事件：只含有一个样本点的事件，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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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事件：样本空间同时也是本身的子集，在每次试验中必然发生，记为。 

不可能事件：空集也是样本空间的子集，在每次试验中必然不会发生,记为。 

四、事件的关系与运算 

1. 事件的关系（五大类） 

（1）包含与相等关系 

定义：事件 A发生导致事件 B 发生（或 B 不发生则 A也不发生），A中每个样本点属于 B ,则称

A包含于B ,记为 BA  。若 BA  且 AB  ，则称 A与 B 相等，记为 BA  。 

性质：（1）  A ；（2） CACBBA  , 。 

（2）事件的和（并） 

定义：事件 A与事件 B 至少有一个发生，即由 BA, 中一切样本点共同组成的集合，称为 A与 B

的和（并）事件，记为 BA 。 

推广： n

n

i
i AAAA  21

1




；  n
i

i AAAA 21
1






。 

（3）事件的积（交） 

定义：事件 A与事件 B 同时发生，由 A与 B 的共同样本点组成的集合，称为 A与 B 的积（交）

事件，记为 BA 或 AB 。 

推广： n

n

i
i AAAA  21

1




；  n
i

i AAAA 21
1






。 

（4）事件的差 

定义：事件 A发生但事件 B 不发生，是由属于 A的样本点但不属于 B 的样本点组成的的集合，

称为事件 A与 B 的差，记为 BA  。 

（5）互斥（对立）事件 

定义：事件 A与事件 B 不能同时发生，这时 A与 B 没有公共的样本点，称事件 A与事件 B 互斥

（或互不相容），记为 AB 。特别地，当 AB 且 BA 时，称 A与 B 是互逆（对

立）事件，同时称 B 为 A的逆事件，记为 AB  ，也可称 A为 B 的逆事件，记为 BA  。

性质： AA , AABAABABAAA  ,, 。 

2. 事件的运算 

（1）交换律  BAABABBA  ,  

（2）结合律  CBACBA  )()(  ， CBACBA  )()(   

（3）分配律  )()()( CABACBA    )()()( CABACBA     

（4）De Morgan 律  BABABABA   , ， 
i

i
i

i AA  ， 
i

i
i

i AA   

3．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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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化简下列各式：（1） BA  ；（2） BA  ；（3） )()( BABA  ；（4） )()( CABA  。

例 2 若 CBA ,, 表示三个射手击中目标，试用 CBA ,, 的运算表示下列事件：（1）三个射手都击

中目标；（2）三个射手至少有一个击中目标；(3) 三个射手至少有一个没有击中目标；（4）

三个射手恰有两个击中目标。 

 

 

 

重点与难点 

重点：随机事件、样本空间、事件之间的关系 

难点：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其运算 

学习建议：结合文氏图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及运算       

教学方式、手段：讲授、示教、 

媒介：教科书、板书、多媒体课件 

板书设计： 

 

定义，定理，性质等一些概念性的内容 图形，例题，习题的演算 

 

思考题、作业： 

思考题：一工人生产了 n 个零件，设 iA 表“第 i 个零件是正品”（ ni ,,2,1  ）.试用文字叙述

下列事件：（1）
n

i
iA

1

；（2）
n

i
iA

1

；（3） 
n

i

n

ik
k

ki AA
1 1

)]([





。 

作业：习题一：1，2； 

参考书目： 

1．《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概率论》，复旦大学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王松桂，程维虎，高旅端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教师姓名： 傅金波  职称：讲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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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教案 
                             编号：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课型：理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它□ 

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Ch1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1.3  频率与概率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  理解事件频率的概念，了解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以及概率的统计定义和公理化定义； 

2)  熟练掌握概率的性质。 

教学内容（注明：* 重点    # 难点    ？疑点）： 

    一、事件频率及概率的统计定义 

定义：设 E 是一随机试验，A是其一事件，将 E 重复独立地进行 n 次，记 n 次试验中事件 A发生的

实际次数为 An （称为 A发生的频数），则称
n

nA 为 n 次试验中事件 A发生的频率，记为 )(Afn 。

基本性质：（1） 1)(0  Afn ；（2） 1)( nf ；（3）频率的有限可加性：若 kAAA ,,, 21  是两两

互不相容的事件，则 



k

i
in

k

i
in AfAf

11

)()( 。 

例子：抛硬币试验。 

概率的统计定义：事件频率的稳定值称为事件 A发生的概率，记为 )(AP 。 

二、概率的公理化定义 

定义：设E 是一个随机试验，为其样本空间，若对 E 的任一事件 A，规定一个实数与 )(AP 相对

应，并且这种规定满足下列三条公理：（1）非负性： 0)( AP ；（2）规范性： 1)( P ；（3）

可列可加性：若 ,, 21 AA 是两两互不相容的事件，则 









11

)()(
i

i
i

i AA PP  。 

三、概率基本性质 

（1） 0)( P ； 

（2）有限可加性：若 nAAA ,, 21 为有限个两两不相容的事件，则 



n

i
i

n

i
i AA

11

)()( PP  ； 

（3） )(1)( AA PP  ； 

（4）减法公式：若 AB  ，则 )()()()()()( BAABABABA PPPPPP  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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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PP  ，特别地对任意事件 A ,有 1)( AP 成立。 

（5）加法公式：设 BA, 是任意两个事件，则 )()()()( ABBABA PPPP  。 

推广：对任意 n 个事件 nAAA ,, 21 ，有 

)()1()()()()( 21
1

1111
n

n

nkji
kji

nji
ji

n

i
i

n

i
i AAAAAAAAAA  PPPPP 



  。 

四、例子 

例 1  已知 6.0)(,3.0)(,5.0)(  BABA PPP ，试求 )(ABP ， )( BA P ， )( BA P 。 

例2  某城市中发行3种报纸A、B、C，经调查，订阅A报的有45%，订阅B报的有35%，订阅C报的有 

30%，同时订阅A及B 报的有10%，同时订阅A及C 报的有8%，同时订阅C及B报的有5%，同时订

阅A、B及C报的有3%。试求下列事件的概率：1)只订A报的；2）只订A及B 报的；3）只订一种

报的；4)正好订两种报的；5）至少订一种报的；6）不订任何报的；7)最多订一种报的。 

 

重点与难点 

重点：概率的概念，概率的性质（尤其是：加法公式，减法公式） 

难点：概率性质的运用 

学习建议：可结合文氏图理解概率的性质 

 

教学方式、手段：讲授、示教 

媒介：教科书、板书、多媒体课件 

板书设计： 

定义，定理，性质等一些概念性的内容 图形，例题，习题的演算 

 
思考题、作业： 

谈论题：匹配问题 

作业：习题一 4，5，6，7； 

参考书目： 

1．《概率论》，复旦大学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王松桂，程维虎，高旅端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教师姓名： 傅金波  职称：讲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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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教案 

                             编号：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课型：理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它□ 

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Ch1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1.4  等可能概型（古典概型）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  要求：复习计数法则、排列组合的基本知识（由学生自行完成）。 

2)  掌握古典概型的计算。 

3） 掌握简单几何概型的计算。 

教学内容（注明：* 重点    # 难点    ？疑点）： 

一、古典概型 

定义：设E 为一随机试验，若它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样本空间是一个有限集；（2）每个基本事

件发生的概率相等。则称这种试验为古典概率模型试验（简称古典概型）。 

定理：在古典概型中，设样本空间有n 个样本点，A是中事件且 A中有 k 个样本点，则事件 A
发生的概率为 

                                       
n

k
A )(P  

实例：在计算古典概型时，所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排列组合计算法，以“摸球”为模型，根据样本空

间的不同分为两种形式。 

（1）样本空间点数以排列计算 

例 1  一袋中有 7 个白球和 5 个红球，从中摸取二次，每次一球。设 A表示“两次都取到红球”，B

表示“至少一次取到红球”。请在（1）有放回抽样，（2）不放回抽样条件下求 )(),( BA PP 。

注意：有放回抽样和不放回抽样的区别。 

（2）样本空间点以组合计算 

例 2  一袋中装有 N 小球，其中m 个红球，余下为白球。从袋中任取出 n )( Nn  个小球，问恰有

k )( mk  个红球的概率是多少？ 

       
n
N

kn
mN

k
m

C

CC
k


 )(XP ，X 可取值为 m,,2,1,0  ，X 取值的概率情况称为超几何分布。 

二、几何概型（补充材料） 

定义：设为欧氏空间的一个区域，以 )(m 表示的度量（一维为长度，二维为面积，三维为体

积）。 A 是中一个可以度量的子集，定义
)(

)(
)(




m

Am
AP 为事件 A发生的概率，称它

为几何概率。 

例 3  从区间 ]1,0[ 中任取三个随机数，求三数之和不在于 1 的概率。 

区别：古典概型和几何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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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间思考题 

例  10 个学生按先后顺序采取抽签的方式分配 3 张音乐会入场券， A表示“第五个学生抽到入场 

券”事件，求 )(AP 。 

例  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任意的放上一只红“车”和一只黑“车”，求它们正好互相“吃掉”的概率。

例  在1～2000的整数中随机地取一个数，问取得的整数既不能被6整除，又不能被8整除的概率多

大？ 

 

 

 

重点与难点 

重点：运用古典概型性质进行概率计算。 

难点：在计算古典概型时，如何正确确定样本空间。 

学习建议：熟练掌握计数法则、排列组合的基本知识。 

教学方式、手段：讲授、示教 

媒介：教科书、板书、多媒体课件 

板书设计： 

 

定义，定理，性质等一些概念性的内容 图形，例题，习题的演算 

 

思考题、作业： 

课后思想题：分房问题、生日问题、蒲丰投针问题、约会问题。 

作业：11，13，14，15 

 

参考书目： 

1．《概率论》，复旦大学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王松桂，程维虎，高旅端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教师姓名： 傅金波  职称：讲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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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教案 

                             编号：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课型：理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它□ 

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Ch1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1.5  条件概率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  理解条件概率的概念及其性质。 

2)  掌握条件概率公式、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的概率计算，并能运用这些公式进行一

些实际问题分析。 

教学内容（注明：* 重点    # 难点    ？疑点）： 

一、条件概率 

问题引出 

例  一箱产品共有 100 件，其中 5件不合格，且这 5 件不合格品中有 3 件次品，2件废品。今从箱 

中任取一件，求（1）取得废品的概率；（2）已知取得的是不合格品，求它是废品的概率。 

注：通过该例引出缩减样本空间 A 的概念。 

定义：设 BA, 为随机试验 E 的两个事件，且 0)( AP ，则称
)(

)(
)|(

A

AB
AB

P

P
P  为在事件 A发生条

件下发生事件 B 的条件概率。 

基本性质：条件概率满足概率公理化三个条件：非负性、规范性、可列可加性，另外已证明对概率

成立的其他一些性质也都适用于条件概率。 

计算条件概率有两种方法：一，利用缩减样本空间 A ；二，利用定义中所提供的公式。 

例  设一只盒子中混有新旧两种乒乓球，在新球中有白色 40 个，橙色 30 个，在旧球中有白色 20 个，

橙色 10 个，现从盒中任取 1 球，发现是新的，问这个球是白色的概率是多少？ 

二、乘法公式 

定理：设 0)( AP ，则有 )|()()( ABAAB PPP  称为概率的乘法公定理或乘法公式。 

推广：一般地，设 nAAA ,,, 21  为 n 个事件 )2( n ，且 0)( 121 nAAA P ，则 

)|()|()()( 12112121  nnn AAAAAAAAAA  PPPP  

例  某人忘了电话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因而随意拨码，求他拨码超过 3 次接通他所需要的电话的

概率。 

三、全概率公式与贝叶斯公式 

完备事件组：设是随机试验 E 的样本空间，若 E 的一组事件 nAAA ,,, 21  满足（1） nAAA ,,, 21 

两两互不相容；（2） 



n

i
iA

1

，则称 nAAA ,,, 21  为样本空间的一个划分，或是一个完备事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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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理 ： 设 nAAA ,,, 21  是 试 验 E 的 一 个 完 备 事 件 组 ， 则 对 E 的 任 一 事 件 B , 有

（1）（全概率公式） 



n

i
ii ABAB

1

)|()()( PPP ； 

(2)（贝叶斯公式）若 0)( BP ， ni
ABPA

ABPA
BA

n

j
jj

ii
i ,,2,1,

)|()(

)|()(
)|(

1






P

P
P 。 

例  市场供应的某种商品中，甲厂生产的产品占 50%，乙厂生产的产品占 30%，丙厂生产的产品占

20%，甲、乙、丙厂产品的合格率分别为 90%、85%和 95%,试求顾客买到这种产品为合格品的概

率；若已知某顾客买到一件产品是不合格品，问这件不合格是甲、乙、丙三厂中哪一个厂的产

品的可能性最大？ 

概念区分：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在全概率公式中，构成划分的事件 nAAA ,,, 21  是导致试验结果

的原因，称 )( iAP 为先验概率；在贝叶斯公式中，称 )|( BAiP 为后验概率，这是已知结

果后再追溯原因出在何处，并由此作出贝叶斯决策。 

常见类型：（1）某事件及其逆事件 A及 A 作为的一个划分。 

例 （保险问题）某保险公司针对人群中的某一类事故进行一项经营分析，认为人可以分为不同的两

类---易出事故的和比较谨慎的，前者在一年内发生一起事故的概率是 0.06，而后者的相应概 

率是 0.02（假定不存在发生两次以上事故的情形）。如果第一类人占人群的 30%，那么，一个保

险新客户在购买保单的一年内将发生一次事故的概率是多少？若他在一年内出了一次事故，问

他是易出事故的人的概率是多少？ 

（2）完成一个过程须两步，则完成第一步时的一切可能的情况构成样本空间的划分。 

例  有甲、乙两个袋子，甲袋中装有 3 个红球和 2 个白球，乙袋中装有 2 个红球和 6 个红球。今从

甲袋中任取两球放入乙袋中任取出一球，求该球是红球的概率。 

重点与难点 

重点：条件概率、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难点：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及应用。 

教学方式、手段：讲授、示教 

媒介：教科书、板书、多媒体课件； 

板书设计： 

定义，定理，性质等一些概念性的内容 图形，例题，习题的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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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作业： 

思考题：抓阄公平性问题。 

习题一：16 19 21 23 

参考书目： 

1．《概率论》，复旦大学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王松桂，程维虎，高旅端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教师姓名： 傅金波  职称：讲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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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教案 
                             编号： 

课时安排：    2 学时 教学课型：理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它□ 

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Ch1  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1.6  独立性   

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 

1)  理解事件的独立性的概念。 

2)  掌握事件独立性的性质。 

3)  理解重复独立试验的概念和二项概率公式的问题背景，会使用事件的独立性和二项概率公式进行

各种概率计算。 

教学内容（注明：* 重点    # 难点    ？疑点）： 

一、事件的独立性 

定义：设事件 BA, 满足等式 )()()AB( BA PPP  ，则称事件 BA, 相互独立，简称 BA, 独立。 

定理：若 0)( AP ，则 BA, 相互独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 BAB PP  。 

定理：设两事件 BA, 相互独立，则 A与 B , A 与 B ， A 与 B 各对事件也分别互相独立。 

推广 1：设 )2(,,, 21 nAAA n 是 n 个事件，若 )(, jiAA ji  是其中任意两个事件，有

)()()AA( i jij AA PPP  则称这 n 个事件两两独立。 

推广 2：设 )2(,,, 21 nAAA n 是 n 个事件，若对其中任意 k （ nk 2 ）个事件
kiii AAA ,,,

21


有 )()(A)A()AA(
2121 ii kk iiii AA PPPP   ，则称这 n 个事件互相独立。 

例 1  某产品共 100 件，其中有 5 件次品，每次任取一件，有放回地取两次，记 A表示为第一次取

到正品， B 表示第二次取到正品，判别 A与 B 是否独立。 

例 2  某试验成功率这 0.6，且任两次试验之间相互独立，问至少进行多少次试验，才能以 99%的把

握使试验成功？ 

概念区别：（1） 事件的独立性与事件互斥的区别：两事件独立不一定互不相容；同样地，两事件互

不相容不能推出两事件互相独立。 

（2） 若n 个事件互相独立则必然两两独立，但反之则不然。 

二、独立重复试验、二项概率公式 

定义：若有n 个试验，它们是相互独立，并且各试验是一致的，则称这组试验是独立重复试验。特

别地，若试验只有两个可能结果 A和 A ，则称这种试验为贝努里试验。对贝努里试验通常设

pA )(P ，从而 pA  1)(P ，将这种试验独立地重复进行 n 次，则称这一串重复的独立试

验为n 重贝努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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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在n 重贝努里试验中，事件 A发生 k 次的概率为 nkppCk knkk
nn ,2,1,0,)1()(  P ， 

称该式为二项概率公式。 

例1  有一份试卷有十道四项选一项的单项选择题，若考生对试题的答案随意猜测，求：（1）至少

猜中一道的概率；（2）至少猜中九道的概率。 

例2  每次试验中事件 A发生的概率为 0 ，在 n 次独立重复试验中，事件 A至少发生一次的概率

记为 np ，求 n
n

p


lim 。 

 

重点与难点 

重点：事件独立性的概念。 

难点：事件独立性的概念，二项概率公式的应用。 

 

教学方式、手段：讲授、示教 

媒介：教科书、板书、多媒体课件； 

板书设计： 

 

定义，定理，性质等一些概念性的内容 图形，例题，习题的演算 

 

思考题、作业： 

思考题：可靠性问题 

习题一：27 29 35 

参考书目： 

1．《概率论》，复旦大学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江大学数学系高等数学教研组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王松桂，程维虎，高旅端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教师姓名： 傅金波  职称：讲师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