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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年级数学第 54课时 统计图表的选择学习指南（答案） 

【学习目标】 

1.掌握常用的统计图表（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的功能及其特点； 

2.能根据实际问题的特点，选择恰当的统计图表对数据进行可视化描述，体会合理使用统计

图表的重要性； 

3.进一步发展从统计图表中获取信息及分析、归纳、整理数据的能力，培养数据分析的素养. 

【学法指导】 

1.回顾常用统计图表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2.通过例题体会合理选择和使用统计图表的重要性； 

3.能针对实际问题和收集到的数据的特点，选择科学的统计图表，并能从统计图表中获取有

价值的信息. 

【学习过程】 

任务一、体会统计图表的实际应用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用样本估计总体，通过频率分布直方图反映总体数据的分布特点. 

【问题 1】除频率分布直方图外，我们在初中还学习过什么统计图表？ 

条形图、扇形图、折线图、频数分布直方图等.不同的统计图表在表示数据上有不同的

特点. 

今天我们来学习统计图表的选择，先来看一个引例： 

引例：某高一年级 3、4两班在 2020年 5月份的期中考试中数学成绩如下：3班 135分

到 150分优秀等级有 5 人次，120分到 134 分良好等级有 10 人次，90分到 119 分合格等级

有 12人次，60分到 90 分待合格等级有 6人次；4班 135分到 150分优秀等级有 3人次，120

分到 134分良好等级有 14人次，90分到 119分合格等级有 12人次，60分到 90 分待合格等

级有 1人次.通过这些信息你能分析出 3、4两班的数学成绩如何吗？  

学生觉得这些文字太烦琐，不能直观反映数据信息. 

【问题 2】你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来体现这些信息吗？ 

点出课题：统计图表. 

【设计意图】让学生觉得数学就在身边，在生活中感悟数学. 

任务二、学会合理选择和使用统计图表 

下面我们先通过一道例题来体会统计图表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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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已知某市 2015年全年空气质量等级如表 9.2-2所示. 

                                 表 9.2-2 

空气质量等级（空气质量指数（AQI）） 频数 频率 

优（AQI≤50） 83 22.8% 

良（50＜AQI≤100） 121 33.2% 

轻度污染（100＜AQI≤150） 68 18.6% 

中度污染（150＜AQI≤200） 49 13.4% 

重度污染（200＜AQI≤300） 30 8.2% 

严重污染（AQI＞300） 14 3.8% 

合计 365 100% 

2016年 5月和 6 月的空气质量指数如下： 

           5月   240  80  56  53  92  126  45  87  56  60 

                  191  62  55  58  56  53   89  90 125  124 

                  103  81  89  44  34  53   79  81  62  116 

                  88 

            6月   63  92  110 122 102 116  81  163  158  76 

                  33  102  65  53  38  55  52   76   99  127 

                  120  80  108 33  35  73  82   90   146  95 

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描述数据，并回答下列问题： 

（1）分析该市 2016年 6月的空气质量情况. 

（2）比较该市 2016年 5月和 6月的空气质量，哪个月的空气质量较好？ 

（3）比较该市 2016年 6月与该市 2015年全年的空气质量，2016年 6月的空气质量是否好

于去年？ 

（1）分析：通常人们不十分关心空气质量指数的具体值是多少，可能更关心空气质量

等级的分布情况，所以选择按空气质量等级分组，给出频数分布表及频率分布表，将空气质

量指数数据转成空气质量等级数据，即将连续型数据转化为离散型数据. 

解：根据该市 2016 年 6 月的空气质量指数和空气质量等级分级标准，可以画出该市这

个月的不同空气质量等级的频数与频率分布表（表 9.2-3）. 

                                表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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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等级 

合计 
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天数 4 15 9 2 0 0 30 

比例 13.33% 50% 30% 6.67% 0 0 100% 

从表中可以看出，“优”“良”的天数达 19 天，占了整月的 63.33%，没有出现“重度污染”

和“严重污染”. 

【问题 3】你还可以用其它方式来分析 6月的空气质量情况吗？ 

针对离散型数据可以选择条形图、扇形图进行可视化描述，还可以通过折线图看到空气

质量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如图 9.2-3 和图 9.2-4.从条形图中可以看出，在前三个等级的占绝大多数，空气质量

等级为“良”的天数最多，后三个等级的天数很少.从扇形图中可以看出，空气质量为“良”

的天数占了总天数的一半，大约有三分之二为“优”“良”，大多数是“良”和“轻度污染”.

因此，整体上 6月的空气质量不错. 

       

             图 9.2-3                                  图 9.2-4 

我们还可以用折线图展示空气质量指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9.2-5.容易发现，6

月的空气质量指数在 100附近波动. 

 

                       图 9.2-5 

【问题 4】三种统计图表的不同特点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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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扇形图主要用于直观描述各类数据占总数的比例； 

2、条形图和直方图主要用于直观描述不同类别或分组数据的频数和频率； 

3、折线图主要用于描述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说明】不同的统计图表可以从不同方面展示数据的信息，恰当的选择统计图表对数据

进行可视化描述，可以较客观地分析数据，获取信息. 

（2）分析：侧重于比较两个月的空气质量，因为两个月总天数相差不大，所以可以直

接采用复合频数分布图展示数据. 

解：根据该市 2016 年 5 月的空气质量指数和空气质量分级标准，可以画出该市这个月

的不同空气质量等级的频数和频率分布表（表 9.2-4）.  

表 9.2-4 

 
空气质量等级 

合计 
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天数 3 21 5 1 1 0 31 

比例 10% 68% 16% 3% 3% 0 100%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选用复合条形图，将两组数据同时反映到一个条形图上.通过条形

图中柱的高低，可以更直观地进行两个月的空气质量的比较（图 9.2-6）.                      

 

 

 

 

 

 

图 9.2-6 

由表 9.2-4和图 9.2-6可以发现，5月空气质量为“优”“良”的总天数比 6月多.所以，

从整体上看，5月的空气质量略好于 6月，但 5月有重度污染，而 6月没有. 

【说明】两组或多组数据进行比较时，要找准它们的对比点，选择合适的统计图表解决

问题. 

（3）分析：因为 6 月共 30 天，而 2015年全年有 365 天，两者不能用频数分布进行比

较，但可以通过频率分布进行比较. 

解：把 2016年 6月和 2015年全年的空气质量进行比较，由于一个月和一年的天数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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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所以直接通过频数比较没有意义，应该转化成频率分布进行比较.可以通过二者的空

气质量指数的频率分布直方图或空气质量等级的频率分布条形图进行比较（图 9.2-7）.

 

                图 9.2-7 

通过图 9.2-7可以看出，虽然 2016年 6月的空气质量为“优”的频率略低于 2015年，

但“良”的频率明显高于 2015年，而且 2016年 6月中度以上的污染天气频率明显小于 2015

年.所以从整体上看，2016年 6月的空气质量要好于 2015年全年的空气质量. 

【思考 1】由此，你能得出“2016 年的空气质量比 2015 年明显改善了”的结论吗？为

什么？  

从整体上看，2016年 6月的空气质量要好于 2015年全年的空气质量，但不能说明 2016

年的空气质量比 2015年明显改善. 

原因是：空气质量与季节有关，比如冬天因为北方地区烧煤等因素的影响，往往空气质

量会比较差，用 6月的空气质量数据代表全年的空气质量的情况，代表性差； 

【思考 2】你有什么好的对比方案吗？ 

方案：1.可以把 2016 年的 365 天随机抽取 30 天空气质量数据与 2015年全年数据进行

比较；2.两年都用 6月的数据进行比较；3.两年都用全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说明】统计结论的得出不是简单的数据比较，而是要结合问题的实际背景，进行客观

的阐述和进行解释. 

【设计意图】通过把烦杂的文字翻译成直观的图表，再从直观的图表中快速读取丰富的信息，

让学生充分体验图表的简洁、形象、直观的优点，从而让学生喜欢用图表语言来说话，培养

应用图表的意识. 

任务三、利用统计图表解决实际问题 

引例：某高一年级 3、4两班在 2020年 5月份的期中考试中数学成绩如下，3班 135分

到 150分优秀等级有 5 人次，120分到 134 分良好等级有 10 人次，90分到 119 分合格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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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人次，60分到 90 分待合格等级有 6人次；4班 135分到 150分优秀等级有 3人次，120

分到 134分良好等级有 14人次，90分到 119分合格等级有 12人次，60分到 90 分待合格等

级有 1人次. 

你觉得此次期中考试 3、4 两班的数学成绩如何呢？请利用所学知识，选择合适的统计

图进行描述，并分析 3、4两个班级的数学成绩. 

此问题可以老师给定问题，也可以让学生进行探究，分析数据. 

【设计意图】在明晰了统计图表的特点后，通过即时反馈，巩固本节所学知识. 

【课堂小结】（从知识、方法上） 

1、不同的统计图在表示数据上有不同的特点； 

①扇形图主要用于直观描述各类数据占总数的比例； 

②条形图和直方图主要用于直观描述不同类别或分组数据的频数和频率； 

③折线图主要用于描述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2、不同的统计图适用的数据类型也不同. 

如：条形图适用于描述离散型的数据，直方图适用于描述连续型数据.  

3、要有应用图表的意识，结合实际背景辨证的分析数据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