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散型随机变量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

1. 通过实例了解随机变量的作用，理解随机变量、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念，初步学会在实

际问题中如何恰当定义随机变量；

2. 会用函数观点研究随机现象的问题，体会用离散型随机变量思想描述和分析随机现象的

方法，树立用随机观念观察分析问题的意识；

3. 发展数学的应用意识，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逐步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

学法指导

本节内容是选修 2-3 第二章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的起始篇。一方面，它承接了统计概率知

识，另一方面，掌握好本节课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后续的离散型随机变量分布列、离散型

随机变量的均值与方差的研究，因此，它在知识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概率统计中，随机变量是连接随机现象和试验间的一座桥梁，使得可以在实数空间上

研究随机现象，而离散型随机变量是一种最简单的随机变量，本节就是通过离散型随机变量

展示用实数研究随机现象的方法。

本节学习重点在于对随机变量、离散型随机变量概念的理解及随机变量的实际应用；难

点在于对随机变量概念的理解及对引入随机变量目的的认识。

任务探究

问题一：什么是随机试验？

1.下列试验的结果有什么特征？

（1）抛掷两枚骰子，向上点数的和；

（2）今年首钢与北控的第四场篮球比赛的结果；

（3）对一个人核酸检测的结果。

归纳小结

◇随机试验是在相同条件下对某随机现象进行的重复观测。

◇随机试验具有两个特点：

（1）在实验前不能断定其将发生什么结果，但可以明确指出或说明试验可能全部的结

果是什么；

（2）在相同条件下试验可大量重复。

问题二：随机变量、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判断

2.投掷质地均匀的硬币一次，可作为随机变量的是（   ）

A.掷硬币的次数                        B.出现正面的次数

C. 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次数              D. 出现正面与反面的次数之和

3.下列随机变量中,不是离散随机变量的是 (     )

A. 从 10 只编号的球（0 号到 9 号）中任取一只,被取出的球的号码 

B. 抛掷两个骰子,所得的最大点数

C. [0 , 10]区间内任一实数与它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整数的差值   

D. 一电信局在未来某日内接到的电话呼叫次数

归纳小结：

◇对于一项试验，会有多个可能产生的试验结果，通过确定一个对应关系，使得每一个试验

结果与一个确定的数相对应。在这种对应关系下，数字随着每次试验结果的变化而变化，将

这种变化用一个变量来表示，称为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具有两大特征：



（1）变量可以用数字表示；

（2）变量的取值是随机的。

◇离散型随机变量：所有取值可以一一列出的随机变量称为离散型随机变量。离散型随机变

量的取值集合可以是有限集，也可以是无限集。

◇连续型随机变量：随机变量可以取某一区间的一切值。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特征：随机变量的取值可以一一列出。

问题三：随机变量与函数的关系

4．随机变量与函数类比，则随机变量的取值范围称为随机变量的（  ）

Ａ．定义域    Ｂ．值域       Ｃ．函数值 Ｄ．最值

归纳小结：

◇随机变量与函数关系

联系：随机变量与函数都是一种映射。随机试验结果的范围相当于函数的定义域，随机变量

的取值范围相当于函数的值域；

区别：随机变量是随机试验的结果到实数的对应，函数是实数到实数的对应。

问题四：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取值与意义

5.抛掷两枚骰子，记第一枚骰子掷出的的点数与第二枚骰子掷出的点数之差为 x,则“x>4”表

示的试验结果是（    ）

A.第一枚 6 点，第二枚 2 点               B.第一枚 5 点，第二枚 1 点

C.第一枚 1 点，第二枚 6 点               D.第一枚 6 点，第二枚 1 点

6.袋子中装有 5 个同样大小的球，编号依次为 1,2,3,4,5.从袋中随机取出 3 个球，记三个球中

的最小编号为 x，则 x 可能的取值是__________________

7.设实数 x∈R,记随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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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_______.  

8.从 4 名男生和 2 名女生中任选 3 人参加演讲比赛，设随机变量 ξ表示所选 3 人中女生的人

数，则 P(ξ≤1)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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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小结：

◇随机变量的取值并不唯一，但依据题意规定了随机变量的实际意义，则随机变量的取值就

是唯一确定的，即随机变量取值与随机变量的意义是一一对应的；

◇把随机试验的结果数量化，用随机变量表示实验结果，就可以用数学工具来研究这些随机

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