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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竞赛中的概率问题

邹 守 文
(安徽省南陵县实验中学 ,241300)

　　(本讲适合初中)

概率是课程标准新增加的内容之一 ,在

近两年的初中数学竞赛中 ,也是一个重要的

考点.

例 1 　一项“过关游戏”规定 :在第 n 关

要掷一颗骰子 n 次 ,如果这 n 次抛掷所出现

的点数之和大于3
n

4
,则算过关 ;否则 ,不算过

关. 现有下列说法 :

①过第一关是必然事件 ;

②过第二关的概率是35
36

;

③可以过第四关 ;

④过第五关的概率大于零.

其中 ,正确说法的个数为 ( 　　) .

(A) 4 　　(B) 3 　　(C) 2 　　(D) 1

(2008 ,全国初中数学联赛天津赛区初

赛)

讲解 :要过第一关 ,点数需大于 3
4

,显然 ,

抛掷一颗骰子至少有一点 ,故 ①对.

要过第二关 ,点数之和需大于 9
4

,即点数

之和至少是 3. 而抛掷两次的点数之和至少

为 2 ,因此 ,不能过第二关的只有一种可能 :

两次抛掷的点数都是 1 ,即两次抛掷的 36 种

可能中 ,有 35 种结果可以通过第二关. 所以 ,

过第二关的概率为35
36

. 故 ②对.

要过第四关 , 点数之和需大于 3
4

4
=

20
1
4

. 若每次抛掷的点数均为 6 ,则点数之和

为 24 ,大于 20
1
4

. 所以 ,第四关是可以通过

的. 故 ③对.

要过第五关 ,点数之和需大于35

4
. 显然 ,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过第五关是不可能事

件 ,概率为 0. 故 ④错.

注 :本题是关于概率概念的基础题 ,关键

在于正确理解闯关的含义.

图 1

例 2 　用红、蓝、黄三

色将图 1 中区域 A 、B 、C、

D 染色 ,要求有公共边界

的相邻区域不能染成相同

的颜色. 则满足区域 A 恰

好染成蓝色的概率是　　　.

(2007 ,江苏省初中数学竞赛 (初三第二

试) )

讲解 :解本题需用列举法列出所有可能

图 2

情形 ,如图 2.

由图 2 知

共 有 12 种 情

形 ,其中 A 染成

蓝色的共有 4

种情形 ,故概率

为 4
12

=
1
3

.

注 :本题若从整体考虑 ,A 中有红、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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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染色方法 ,且染成每种颜色的机会均等 ,

故 A 染成蓝色的概率为 1
3

.

例 3 　六个面上分别标有 1 ,1 ,2 ,3 ,3 ,5

图 3

六个数字的均匀立方体表

面如图 3 所示. 掷这个立方

体一次 ,记朝上一面的数为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某个点

的横坐标 ,朝下一面的数为

该点的纵坐标. 按照这样的

规定 ,每掷一次该立方体 ,就能得到平面内的

一个点的坐标. 已知小明前两次掷得的两个

点能确定一条直线 l ,且这条直线 l 经过点

(4 ,7) . 那么 ,他第三次掷得的点也在这条直

线上的概率是 ( 　　) .

(A) 2
3
　　(B) 1

2
　　(C) 1

3
　　(D) 1

6

(2007 ,全国初中数学联赛浙江赛区初

赛)

讲解 :每掷一次可能得到六个点的坐标

是 (其中有两个点是重合的) :

(1 ,1) , (1 ,1) , (2 ,3) , (3 ,2) , (3 ,5) ,(5 ,3) .

通过描点和计算可以发现 ,经过 (1 ,1) 、

(2 ,3) 、(3 ,5) 三点中的任意两点所确定的直

线都经过点 P (4 ,7) . 故小明第三次掷得的点

也在直线 l 上的概率是 4
6

=
2
3

.

注 :解本题的关键在于列出所有点的坐

标 ,通过画图确定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例 4 　把一颗六个面编号分别为 1 ,2 ,3 ,

4 ,5 ,6 质地均匀的正方体骰子先后投掷 2

次.若两个正面朝上的编号分别为 m、n ,则

二次函数 y = x
2

+ mx + n 的图像与 x 轴有两

个不同交点的概率是 ( 　　) .

(A) 5
12

　　(B) 4
9
　　(C) 17

36
　　(D) 1

2

(2008 ,《数学周报》杯全国初中数学竞

赛)

讲解 :基本事件总数有 6 ×6 = 36 ,即可

以得到 36 个二次函数. 利用一元二次方程根

的判别式Δ = b
2

- 4 ac = m
2

- 4 n > 0 ,知 m
2

> 4 n . 通过枚举法知 ,满足条件的 m、n 有 17

对 ,故 P =
17
36

.

图 4

例 5 　如图 4 ,将 3 枚

相同硬币依次放入一个

4 ×4 的正方形格子中 (每

个正方形格子只能放 1

枚硬币) . 求所放的 3 枚

硬币中 ,任意两枚都不同

行且不同列的概率.

(2008 ,全国初中数学联赛四川初赛)

讲解 : (1) 计算总的放法数 n :第一枚硬

币放入 16 个格子有 16 种放法 ;第二枚硬币

放入剩下的 15 个格子有 15 种放法 ;第三枚

硬币放入剩下的 14 个格子有 14 种放法.

所以 ,总的放法数

n = 16 ×15 ×14 = 3 360.

(2) 计算满足题目要求的放法数 m :第

一枚硬币放入 16 个格子有 16 种放法 ,与它

不同行且不同列的格子有 9 个. 因此 ,与第一

枚硬币不同行且不同列的第二枚硬币有 9 种

放法. 与前两枚硬币不同行且不同列的格子

有 4 个 ,第三枚硬币放入剩下的 4 个格子有 4

种放法.

所以 ,满足题目要求的放法数

m = 16 ×9 ×4 = 576.

故所求概率 P =
m
n

=
16 ×9 ×4

16 ×15 ×14
=

6
35

.

例 6 　某广场地面铺满了边长为 36 cm

的正六边形地砖. 现在向上抛掷半径为

6 3 cm 的圆碟 ,圆碟落地后与地砖间的间隙

不相交的概率大约是　　　.

(2006 ,太原市初中数学竞赛)

讲解 :如图 5 ,欲使圆碟不压地砖间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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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隙 ,则圆碟的圆心必

须落在与地砖同心、

边与地砖边彼此平

行、距离为 6 3 cm 的

小正六边形内.

作 OC1 ⊥A1 A2 ,

且 C1 C2 = 6 3 cm.

因为 A1 A2 = A2 O = 36 ,A2 C1 = 18 ,所以 ,

C1 O =
3
2

A2 O = 18 3.

则 C2 O = C1 O - C1 C2

= 18 3 - 6 3 = 12 3.

又 C2 O =
3
2

B2 O ,所以 ,

B2 O =
2

3
×12 3 = 24.

而 B1 B2 = B2 O ,则小正六边形的边长为

24 cm.

故所求概率为

P =
小正六边形面积
大正六边形面积

=
B1 B2

A1 A2

2

=
24
36

2

=
4
9

.

注 :解本题的关键在于 ,准确理解“圆碟

落地后与地砖间的间隙不相交”,进而将问题

转化为两个正六边形的面积的比.

例 7 　从分别写有数字 1 ,2 ,3 ,4 ,5 的 5

张卡片中任意取出两张 ,把第一张卡片上的

数字作为十位数字 ,第二张卡片上的数字作

为个位数字 ,组成一个两位数. 则所组成的数

是 3 的倍数的概率是 ( 　　) .

(A) 1
5
　　(B) 3

10
　　(C) 2

5
　　(D) 1

2

(2008 ,全国初中数学联赛)

讲解 :能够组成的两位数有

12 ,13 ,14 ,15 ,21 ,23 ,24 ,25 ,31 ,32 ,34 ,

35 ,41 ,42 ,43 ,45 ,51 ,52 ,53 ,54 ,

共 20 个 ,其中 ,是 3 的倍数的数为 12 ,15 ,21 ,

24 ,42 ,45 ,51 ,54 ,共 8 个.

所以 ,所组成的数是 3 的倍数的概率是

8
20

=
2
5

.

例 8 　一场数学游戏在两个非常聪明的

学生甲、乙之间进行. 裁判在黑板上先写出整

数 2 ,3 , ⋯,2 006 ,然后随意擦去一个数 ,接下

来由甲、乙两人轮流擦去一个数 (即乙先擦去

其中的一个数 ,然后甲再擦去一个数 ,如此下

去) . 若最后剩下的两个数互质 ,则判甲胜 ;否

则 ,判乙胜. 按照这种游戏规则 ,求甲获胜的

概率 (用具体数字作答) .

(2007 ,全国初中数学联赛四川初赛)

讲解 :获胜的关键是看裁判擦去的是哪

个数. 注意到 2 ,3 , ⋯,2 006 ,共有 1 002 个奇

数 ,1 003 个偶数.

(1)若裁判擦去的是奇数 ,此时 ,乙一定

获胜.

乙不管甲取什么数 ,只要还有奇数 ,就擦

去奇数 ,这样 ,最后剩两个数一定是偶数 ,从

而 ,所剩的两个数不互质. 故乙胜.

(2)若裁判擦去的是偶数 ,此时 ,甲一定

获胜.

设裁判擦去的数是 2 m . 则剩下的数配

成 1 002 对 :

(2 ,3) , ⋯, (2 m - 2 ,2 m - 1) ,

(2 m + 1 ,2 m + 2) , ⋯, (2 005 ,2 006) .

这样 ,不管乙擦去哪一个数 ,甲都擦去所

配对中的另一个数 ,最后剩下的两个数必然

互质. 故甲胜.

所以 ,甲获胜的概率为1 003
2 005

.

注 :解本题的关键在于 ,一是必须根据裁

判擦去的数是奇数还是偶数进行讨论 ;二是

对数组进行有效的分类.

练 习 题

1.甲、乙、丙、丁四位同学参加校田径运

动会 4 ×100 m 接力跑比赛. 如果任意安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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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学的跑步顺序 ,那么 ,恰好由甲将接力棒

交给乙的概率是 ( 　　) .

(A) 1
4
　　(B) 1

6
　　(C) 1

8
　　(D) 1

12

(2008 ,全国初中数学竞赛浙江赛区初

赛)

(提示 :由列举法知 ,有 24 种可能 ,符合

题意的有 6 种可能 ,概率为 1
4

. )

2. 小丁、小明、小倩在一起做游戏时 ,需

要确定做游戏的先后顺序. 他们约定用“剪

子、布、锤子”的方式确定. 那么 ,在一个回合

中三个人都出“布”的概率是　　　.

(2008 ,全国初中数学竞赛海南赛区初

赛)

(提示 :用列表、画树形图或用乘法原理

知概率为 1
27

. )

3.一只盒子中有红球 m 个 ,白球 10 个 ,

黑球 n 个 ,每个球除颜色外都相同. 从中任

取一个球 ,取得是白球的概率与不是白球的

概率相同. 那么 , m 与 n 的关系是 ( 　　) .

(A) m + n = 10 　　(B) m + n = 5

(C) m = n = 10 　　(D) m = 2 , n = 3

(2007 ,山东省初中数学竞赛)

(提示 :由概率的意义知 ,选 (A) . )

4. 书架上有两套同样的教材 ,每套分上、

下两册 ,在这四册教材中随机抽取两册 ,恰好

组成一套教材的概率是 ( 　　) .

(A) 2
3
　　(B) 1

3
　　(C) 1

2
　　(D) 1

6

(2006 ,全国初中数学竞赛浙江赛区初赛)

(提示 :由列举法知概率为 2
3

. )

图 6

　　5. 在 6 ×6 的方格纸中 ,每一个小方格是

边长为 1 的正方形 ,

A 、B 两点在小方格的

顶点上 ,位置如图 6 所

示. 请你在小方格的顶

点上标出满足题意的

所有点 C , 使 △ABC

的面积为 2 个平方单

位 ,顺次联结各点 C 得一多边形. 则蚂蚁在

这张方格纸上、停留在这多边形上的概率为

( 　　) .

　　(A) 2
9
　　(B) 5

18
　　(C) 1

3
　　(D) 4

9

(提示 :蚂蚁停留的多边形是平行四边

形 ,概率为 P =
4 ×4
6 ×6

=
4
9

. )

敬 告 读 者

1. 我部在连续四年推出《国内外数学竞赛套题及精解》之后 ,今年继续推出《2006 —

2007 国内外数学竞赛套题及精解》。定价 :30 元 ,单本订阅 36 元 (含邮挂费) ,11 本以上不

收邮费 ,41 本以上请直接与编辑部联系。

2.我部目前还有少量《2003 —2004 国内外数学竞赛套题及精解》《2004 —2005 国内外

数学竞赛套题及精解》《2005 —2006 国内外数学竞赛套题及精解》,余量有限 ,欲购从速。

以上三本书定价均为 18 元。单本订阅 23 元 (含邮挂费) ,每种 11 本以上不收邮费 ,41 本

以上请与编辑部联系。

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 241 号《中等数学》编辑部

电话 :022 - 23542233 　　　　邮编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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