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二学期自我陈述报告(实用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初二学期自我陈述报告篇一

紧张有序的高中生活即将与我告别，回想三年里有过多少酸
甜苦辣，曾经付出了多少辛酸的汗水，但也得到了相应的回
报，在老师启发教导下，我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逐渐从
幼稚走向成熟。当毕业在即，回首三年学习生活，历历在目。

三年来，学习上我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摸索适合自己情况的
学习方法，积极思维，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强，学习上进。

我遵纪守法，尊敬师长，热心助人，与同学相处融洽。有较
强的集体荣誉感，努力为班为校做好事，我思想进步，遵守
社会公德，积极投身实践，关心国家大事。性格活泼开朗的`
我积极参加各种有益活动，高一时担任劳动委员，高三时担
任班长，协助老师做好各项工作。培养了我各方面的能力。

初二学期自我陈述报告篇二

在生活上，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充实而有条理，有
严谨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作风，为人诚实守信，待人友
好，乐于助人，一直以来与同学相处融洽；积极参加各项课
外活动，从而不断的丰富自己的阅历。

在思想上，我遵纪守法，有良好道德修养，要求积极上进，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积极地向党组
织靠拢。



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有较好的组织能力，在担任院学生会
宣传部部长，工作塌实，任劳任怨，责任心强，和同学团结
友爱，注重配合其他学生干部完成各项工作。

四年的大学生活，使自己的知识水平、思想境界、工作能力
等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即将告别美好大学生活、
踏上社会征途的时候，我将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心、高
度的责任感去迎接新的挑战，攀登新的高峰。

初二学期自我陈述报告篇三

在新的学期里，我决定要努力学习，虽然不能做到奋发图强，
但也要做得比上个学期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争取
考到一个好成绩，让老师和家长放心，也许困难重重，但我
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一、上课认真听讲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上个学期我就是因为上课没有听讲而吃
了大亏，所以这个学期我要改正我这个坏毛病，上课不再开
小差了。

二、做好课前预习

高中知识不同于初中知识，知识量大，学科多，综合性强，
这些学科有大多知识我听不懂，在讲台上讲的课也有些不懂，
因此我必须在第二天上课前预习好，不懂的地方做好笔记，
上课认真听老师讲课，不懂，下课继续请教老师，直到搞懂
为止。

三、合理利用时间

语文写作和英语一直是我的弱项，作文素材积累少，英语单
词记不住，听力也总是听不懂。为次我决定，早上六点半起



来，听半小时英语听力，培养自己的语感，把作文书优秀的
语句抄下来，反复记忆，打好基础。

四、确定学期目标

在完成课内的学习前提下，多吸收课外知识，拓宽自己的知
识面，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按照作息时间表准时作
息，上课认真，保证高的听课效率，课后尽快完成作业。

在新的学期中，我要比以前要更努力的学好每一科功课只要
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只要自己能付出一份努力就能换取
一份有一的收获。学习不是人生某一阶段的任务而是一种受
益，是我应该做而且必须做好的事情同时学习也是要可以吃
苦耐劳的。虽然吃了很多苦，是血库，却可以换来知识。所
以在学习中不吃苦换不来成就的。要成功就必须要努力。就
要刻苦努力学习。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要把自己奋斗的理
想化为动力!

以上就是我的学习计划。明确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和努力目
标。要在基础上加深自己的能力。注重细节，不能有偏科意
识。同时在学习之余也要懂得劳逸结合。

初二学期自我陈述报告篇四

初中时“死记型”教育让我成绩平平；高中时的“自由式”
教育让我如鱼得水，因为我思考问角处被窝里和那无的能力
比别人更强。高中是一个人意识形态发展的最佳时期，也是
确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我觉得我做到了
这两点，内心深外对理想的实现变得更加渴望。高生活丰富
多彩，三年弹指一挥间，只要为理想而的人，都不虚此行，
相信我也会是这俗人的人。

时光易逝，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高中3年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
在高中3年来，我收获了很多。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成绩



优异，品德兼优，尊敬老师，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
热爱劳动，能很好的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在课堂上，我
能积极的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严格要求自己，不懂的`问题
问老师。在以后的道路上，我会继续发展自己的优点，改正
自己的缺点，做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高三就在紧张而又充实的复习生活中过去了一半的时光。在
这一个学期中学会了很多，不仅仅是学习生活中，而且也包
括为人处世方面。虽然学到了很多，但是仍然也存在着许多
的不足。在接下来的学习中，要克服这些不足，同时也希望
能够收获更多，希望在高考高考中能取得好的成绩，让这高
中三年的生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初二学期自我陈述报告篇五

尊敬的各位家长：

你们好！

在这里，我要代表学校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这
个家长会。我真的很感动，同时也知道你们十分关心自己的
子女。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了一起。相信我们只要紧
密地配合就一定能教育好你们的子女。文学大师鲁迅先生说
过，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孩子出现的问题，我觉得
我们首先要学会自我批评，善于从自身找原因。因此我要讲
的第一点是家长要克服心理上的四大误区。目前，由于家长
对子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因而易产生四种不正常心理，对
孩子的健康成长影响很大。

一、攀比心理。

有些家长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看不到自己孩子的
优点，动不动就批评、指责孩子，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处处都
比别人的孩子强。这样做，易使自己的孩子产生自卑感和忌



妒心理，并渐渐地丧失自信心。

二、补偿心理。

很多家长由于小时侯没有好的读书环境，感到十分遗憾，因
此往往会把自己未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考虑孩子
的具体情况，其结果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有些家长自己孩
提时代生活条件不好，现在便给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高
标准”的生活待遇，从而让孩子产生依赖心理，缺乏独立生
活能力。

三、放纵心理。

一些家长在“娇惯要趁早，树大自然直”的思想支配下，往
往对孩子的品行、爱好、兴趣及社会交往不闻不问，而一味
放纵，溺爱。溺爱往往出现在孩子的爷爷奶奶，一遇到什么
问题“老黄伞”一撑，长此以往，使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习
惯。

四、从严心理。有些家长把严格要求理解为不断地批评和训
斥，甚至逼迫孩子把日常的休息和娱乐时间用来学习。这样，
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慌和紧张之中，学习兴趣和记忆力普遍下
降。家长只有克服以上四大心理误区，针对孩子的特点对症
下药，施以教育，才能让孩子健康地成长。

那么如何使家长们克服心理的误区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去考虑。一，要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看到孩子的
“另一半”。

上学期期末考试后，一位学生家长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他
不断诉说孩子的种种缺点：学习不认真，没有耐心，太粗心，
做题很马虎，成绩总是上不去，不肯听父母的话??总之，在
他的眼里，孩子一无是处。正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就像一杯
没有倒满的水，我们不能总看到“一半是空的”，重要的是



要看到已有一半的水，不能因为孩子一两次考试成绩上不去
就全盘否定孩子。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掌声受到表扬，尤其
是孩子。其实我们没位家长也有这样体会??苏霍姆林斯基曾
说过：“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思维、兴趣、
爱好、才能、天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每一个孩子都
有成为一个好孩子的欲望，家庭教育就应该让孩子找到“我
是好孩子”的感觉。事实上，我们要对有缺点的孩子多一些
宽容与赏识，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帮助孩子分析落后
的原因，提出应对的策略，你一定会发现“那只杯子里的水
越来越多”。当然，仅仅停留于看到孩子的“另一半”是不
够的，那样做不但不能促使孩子进步，反而会滋生孩子的一
些不良习惯。尽管表扬和鼓励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有效手段，
但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奏效的“灵丹妙药”，在
看到孩子的“另一半”的基础上适时、适当的表扬和鼓励，
才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添加剂”。也只有真正看到孩子
的另一半，才能从把孩子教育好的角度去真正地爱孩子，才
具备同孩子的沟通的良好心理基础。

二，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即将毕业的物理系高材生，因
成绩出类拨萃，被学校选送到美国某名牌大学深造。谁知该
大学生却一口回绝，说什么也不愿出国。拒绝的原因说来令
人难以置信：他根本无法独立生活。大学生四年中，他的衣
服铺盖都是妈妈定期来到学校取回去清洗。很显然，这位大
学生是在父母的过分保护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是社会化困难，社交无能，无法与他人沟通、相处。

第三是优柔寡断，缺乏自信心，守分羞怯和自卑；第四是容
易产生消极情绪，陷进持久的焦虑苦闷和抑郁的心境中不能
自拔；第五是缺乏道德情感，责任心淡漠，报复心较重，甚
至具有盲目的进攻性行为；第六是性心理不成熟，对父母过
分依赖，使爱心固定在父母身上，对其他任何人也不爱。以



上种种表现不能不令人担忧。守分保护目前已成为儿童教育
中的重要问题，成为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医学等儿
童研究专题的焦点。纠正父母对子女过分保护的不正确教育
态度，实乃当务之急。在发达国家的家庭时里，父母普遍都
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美国人家庭教育
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
出发点的。父母从孩子小时候起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
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到外边参加劳动。即使
是富家子弟，也要自谋生路。美国的中学生有句口号：“要
花钱自己挣！”农民家庭要孩子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
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出卖体力，
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帮人铲雪，秋天帮人扫落叶等。
瑞士人鼓励孩子去打工。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无能之辈，
着力培养孩子的自食其力精神。

譬如，十六七岁的姑娘，初中一毕业就去一家有教养的人家
当一年左右的女佣人，上午劳动，下午上学。因为瑞士有讲
道地工区，也有讲法语的地区，所以一个语言地区的姑娘通
常到另外一个语言地区的人家当佣人。掌握了这些语言后，
就去办事处、银行或商店就职。德国人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家长从不包办代替。德国的法律还
规定，孩子到14岁就要在家里承担一些义务，比如要替全家
人擦皮鞋等。日本人教孩子“不给别人添麻烦”。日本家长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灌输一种思想：“不给别人添
麻烦。”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
神。全家人外出旅行，不论多么小的孩子，都要无一例外地
背一个小背包。父母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应该自己
来背。”大学生中勤工俭学的非常普遍，就连有钱人家的子
弟也不例外。他们靠在饭店端盘子、洗碗，在商店售货，照
顾老人，做家庭教师等挣自己的学费。

以上是我就学生们的思想品德，学习教育方法，生理、心理
健康辅导等与各位家长交换了一些意见，供各位家长参考。
在以后的教学和班级管理中我会继续竭尽所能，力争使这个



班的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有时的确也是心
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有时真的很难照顾到每一个孩子的方方
面面，看到有的孩子跟不上，学习有差距，我们也很着急。
如果我们工作中有想不到、做不到之处，盼望家长能及时与
我们交流，只要为了您的孩子尽快成人成才，我们一定尽力
而为。因为教育好孩子们是你们的心愿，也是我们学校和老
师的心愿。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培养孩子，使他们有智慧、
懂礼仪、能吃苦，胜过留给他们千万家产，这才是孩子最需
要的一辈子都有用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