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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背景

在 2025年高考数学 2卷中，命题者创新情境设计，第 19题以学生熟

悉的乒乓球练习为背景，构建概率模型。这种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不仅

能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还能考查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符合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

翼”中对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查要求 。

二、题目分析

1.知识考点：本题主要涉及独立事件概率的计算，以及通过建立递推关

系来求解概率和证明不等式。涵盖了概率的基本定义、互斥事件概率加法

公式、独立事件概率乘法公式等知识点。

2.能力要求：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分析比赛过程中

各种得分情况，准确建立概率模型；具备良好的数学运算能力，熟练运用

概率公式进行计算和推导；同时，考查学生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能力，

以及证明不等式时的逻辑严谨性。

三、试题呈现



四、解题思路

概率与递推数列相结合的试题并不陌生，在教材选修 2—1P91页课后

习题、以往的高考题及模拟题中均有出现，也就是对马尔科夫链的考察。

本文参照网上一些对本题的解法，优化一种学生更为接受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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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明确
12 m

p 的含义：

表示打完 2m+1个球后甲比乙至少多得 2分，即甲至少胜 m+2个球,

乙至多胜 m-1 个球。具体来说：甲胜 m+2,m+3,.......2m+1；乙胜

m-1,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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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

即甲至少胜 m+1 个球 ,乙至多胜 m-1 个球。具体来说：甲胜

m+1,m+2,......2m；乙胜m-1,m-2,......0；前 2m个球甲胜m+1，乙胜m-1，

第 2m+1个球甲胜满足题意，乙胜不满足题意，所以需要把乙胜这种情况

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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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部分的证明，同样： m
p
2 的含义,即甲至少胜m+1个球,乙至多

胜m-1个球。具体来说：甲胜m+1,m+2,......2m；乙胜m-1,m-2,......0；再

打两个球，如果甲连胜两个球满足，甲乙各胜一个球也满足，但乙连胜两

球就不满足需要去掉；想要得到
22 m

p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

就是甲乙各胜m个球后，甲连胜 2球，这种情况要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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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拓展延伸

1.改变情境：将乒乓球比赛换成篮球比赛、射击比赛等其他具有胜负结

果的场景，改变得分规则和概率设定，让学生重新构建概率模型求解类似

问题，加深对概率应用的理解。

2.增加条件：例如考虑比赛中的“赛点”情况，当一方达到一定分数时比

赛提前结束，求在这种情况下甲、乙获胜的概率等，进一步增加问题的复

杂性和综合性 。

六、教学启示

1.加强情境教学：在日常教学中，多引入生活实际情境，让学生在熟悉

的场景中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应用意识。

2.注重知识体系构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概率知识体系，理解概率的

基本概念、公式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类型概率问题的解题方法。

3.培养思维能力：通过类似本题的练习，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归



纳推理和数学运算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4.鼓励一题多解和拓展延伸：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探索多种

解题方法，同时对题目进行拓展延伸，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

5.高三复习过程中，对待压轴题，要避免跟风式的模仿，押题式的训练。

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要立足基础，扎实提高数学思维，提高数学素养，

理性看到高考压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