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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12  

 

 

 擲硬幣  
 
目標  :  認識實驗概率與理論概率的關係  
 
學習單位  :  概率的簡單概念  
 
學習階段  :  3 
 
所需教材  :  硬幣、Excel  及檔案  dh12_c.xls 
 
預備知識  :  實驗概率與理論概率的意義  
       
活動內容  :  
 
1.  教師將學生分成二人一組。其中一位學生負責擲硬幣，另一位學生負
責記錄結果。在活動的過程中，學生可以交換負責的工作。  

 
2. 每組獲發工作紙一份及硬幣一枚‧  學生擲硬幣並完成問題 1，並利用
問題 1 的結果回答問題 2、3 和  4。  

 
3. 學生開啟 Excel  檔案  dh12_c.xls 並完成問題 5。  
 
4. 在回答問題 6 和 7 時，各組之間可以互相討論。教師可以邀請一些組
代表匯報討論結果。  

 
5. 作為活動的總結，教師引導學生得出實驗概率與理論概率之間的關係。 
 
 
 
 
 
 
 
 
 



數據處理   
 

工作紙 : 擲硬幣 

1. 根據下表所示的次數拋擲硬幣，將結果紀錄於下表。  

正面  反面  
擲硬幣次數  

m  劃記  
正面的數目  

h  劃記  
反面的數目  

t  

10     

20     

30     

40     

50     

表  1 

2. 從表 1 的結果，你能否發現在不同的擲硬幣次數下正面與反面的數目
之間的關係？  
 

 

 
3. 利用表 1 的結果，求下表中的實驗概率。   

擲硬幣次數  
m  

P(正面) 

= 
m
h  

P(反面) 

= 
m
t  

10   

20   

30   

40   

5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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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表 2 的結果，   

(i) 你能否觀察到在每一列中 P(正面) 與 P(反面) 之間的關係？  
 

 

(ii) 你能否觀察到在第二欄中 P(正面)的不同值之間的關係？  
 

 

(iii) 你能否觀察到在第三欄中 P(反面)的不同值之間的關係？  
 

 

 
5. 開啟檔案 dh12_c.xls,  你將會找到一個拋擲硬幣的模擬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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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在試算表儲存格 C3 的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擲硬幣的數目，按   擲   鍵開
始擲硬幣的模擬。將結果紀錄於下表並計算 P(正面) 及  P(反面)的值。 

 

擲硬幣次數  
m 

正面的數目  
h 

反面的數目  
t  

P(正面) 

    = 
m
h  

P(反面) 

   = 
m
t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表  3 
 

6. 如果擲硬幣 500 次，   
(i) 你估計出現「正面」的數目是多少？    
(ii) 試估計 P(正面)的值‧  
 

 

 
7. 擲硬幣擲得「正面」的理論概率是多少？  將這數值與 6(ii)的答案比

較，你有什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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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注意事項：  
 
1. 在問題 1 中，除了自行擲硬幣 50 次，學生可以從其他同學收集他們的
結果合共 50 次。  

 
2. 對能力較佳的學生，本示例可作為自學的練習。對能力稍遜的學生，
教師可以本示例作示範之用，並且繪畫一折線圖  ，讓學生較容易地觀
察出實驗概率的趨勢。  

 
3. 由於學生在活動中需要使用  Excel 檔案，教師應預備足夠數量存有檔
案的磁碟供學生在課堂中使用，或者將檔案預先儲存在電腦的伺服器

上，讓學生取用。  
 
4. 教師在作總結時，可向學生指出理論概率只是表示事件發生的可能
性，而不能表示事件實際發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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