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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大学学生考试成绩分析篇一

经过老师们四五天的批改，我们的月考成绩出来了，一发卷
子，我的心情一下子低落了，一下子变得晴天霹雳——我才
考了90.5分，连95分也没有考到，甚至快考到了80多分。

我回到家后，凝望着大大的90.5这个数字。我仔细的分析了，
我考成这样的原因，做错题的原因，一共有三种：都是因为
懒和马虎了，比如：人家说把我印象最深的东西写出来，我
写是写了，可是因为懒，没有写出原因，以为人家没有强调
就不用写，扣了两分。还有一道题人家让把相关的语句写出
来，我没有着重读那个句字，只把其中的半句写了出来，一
点儿也不完整。都是因为懒！我整整失去了2.5分，如果有了
这2.5分，我就是我们班里最高分了，哎，学习真是一字值千
金啊！一个字就能决定你的对错。再两种原因是因为上课没
认真听讲和做完题后不检查：我上课时就是不认真听讲，表
面上是在听课，其实是在做小动作，因为老师讲的不是重点，
考试上是不会出的，可我恰恰错了，越是老师讲过的，越是
出在卷子上了。老师讲的修改病句，那是重点，可我却没听，
我真后悔，如果我把那个修改符号用对了，我的分数还会更
高。

我以后一定要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复习，做题也不忽略
每一个字。读题不少于三遍。不再白己为是，不再自以为自



己考得很好，而不把考好的重要因素放在眼里。一定要认真，
认真，再认真。

大学学生考试成绩分析篇二

（一）从现代文阅读的做题情况来看，学生的得分率较低，
主要问题在于做题的方法和做题过程中的耐心度与细心度。

（二）古代诗文阅读为36分，在试卷中的占分比较大。

在试卷的所有版块中，学生在古诗文阅读版块中的得分率最
低。

究其原因的话：

第一，这次的古诗文阅读难度较低，但是学生做得情况却不
尽人意。学生在做题过程中，形成了惯性思维，存在一种畏
难情绪。

第二，古代诗歌阅读题，学生对于答题模式的掌握和古诗词
的理解不到位。

第三，名篇名句默写，得分率低。虽然这次的默写都能够背
出来，但是存在较多错别字。

（三）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阅读。

本次文学类文本阅读为《风庐乐忆》，实用类文本阅读为
《宫崎骏：留下的都是梦》。从学生的做题情况来看，得分
率较高，试题难度较低。但从整体情况来看，选择文学类文
本阅读的学生比选择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学生得分要低。因为
文学类文本对于作品要充分理解之后，才能结合题干去进行
解答。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选择实用类文本的学生更多一
些。



在这一版块中，学生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对于题意的理解不到位。

第二，条分缕析。许多学生的答案并不是条分缕析的清楚明
白呈现，而是乱糟糟的堆砌在一起。

第三，答题的不规范。在两篇阅读选择时，需要学生在答题
纸上对11题或者12题进行涂卡，而不是打对勾。

（四）语言文字运用。

这一版块试题难度较低，学生的得分率高。其中，成语题需
要学生的积累，病句题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未来的学习中，
将专门做一个病句专题，来加强学生对这一专题的学习。

另外15题和16题都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学生做得情况稍差。

（五）写作。

在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

第一，议论文的结构方面的训练还需进一步加强。

第二，字数问题。经过第一次月考后的反复强调和要求，字
数不够八百的问题得到非常大的改进。

第三，书写问题。试题卷面不够整洁，书写不够规范。

第一，阅读类试题答题中，并未条分缕析。

第二，答题态度明显较上次有了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认真的
情况。

第一，针对古代诗文阅读，文言文要求学生加强积累；古代



诗歌阅读多进行答题模式的总结和训练；名篇名句默写，未
来的教学中多加督促，提高对背诵和默写的重视度。

第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加强对于学生的答题规范，提
高要求，包括：答题的条分缕析；作文的字数要求；文学类
文本和实用类文本的涂卡问题。

第三，加强专题讲解和训练。例如对病句的专题讲解。

大学学生考试成绩分析篇三

月考结束，我在此对这次月考的情况进行一下总结。

首先我对这次月考的成绩表示比较满意，满意在基本发挥出
我掌握知识的水平，不满意在有些错误根本是不应该错的。
比如做作业时出现过的差错，过后没有认真复习，同样的错
误又再一此出现，有一些完全是粗心造成的，使那本该属于
我的分数离我而去。我哭泣着；后悔着，可那些分数却对我
不泄。对于我如此的白痴行为，丢掉的分数仿佛在幸灾乐祸。
算了，不说这些令人烦恼的一面了，说说这次能考得不错的
原因。

这次语文我考得还可以，103分，我挺满意的。如何学好语文
呢，首先必须要掌握的是每课语系提示及书下注解的字音、
字型及解释。看注音的重点是看与现今的读音不同的字；字
形的重点看容易混淆的字；解释的重点则要看句子的解释及
重点字的解释。千万不要忘了，还有通假字哦！不管任何时
候默写是务必要做的，给课文的后句知道前句，给前句知道
后句，还要知道每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至于阅读，只能
是多读多练。作文吗，那就更不用说了，一定要多读些好文
章，多积累些好词、好句，多背诗。在做文中可以引用一些
名人名言，为自己的文章锦上添花。

物理的成绩我还挺满意的。但是确实有一些不会的知识，主



要集中在电路那部分的画电路图与连实物图上。想把物理学
好，一是认真背概念，不可多字少字；二是多做题。

令我最不满意的成绩就是化学。主要问题出现在概念不清，
不认真审题方面。学好化学一定把书读透，一个字一个字的
吃透，不要觉得有些话是废话。对于计算题也是要多练。对
于实验不要走马观花，要把实验现象、结论与装置记牢。

在这次月考中我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离不开多年来在
为民学校的学习。在这里，我扩展了思维，养成了良好的学
习习惯，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以上是我对月考的总结，希望在以后的大考中，发扬优点改
正缺点，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大学学生考试成绩分析篇四

今天，我们的期中考考试成绩终于要公布了。

在此之前，我、爸爸、妈妈等人都迫不及待得想知道我的成
绩。我也整天说：“咋回事？还不发成绩单？”为这事，妈
妈也问过老师几次呢！没想到，今天居然公布了。

毛老师念成绩之前，先向大家说了一句：“这次考试成绩出
乎我的意料。”同学们一听，个个提心吊胆：难道我们考得
很不好吗？谁知，毛老师又说：“出乎我的意料好。只有两
个人下了90分，其他41人都在90分以上。”大家听了这话，
松了一口气。我立刻庆幸起来：这下我好交差了。原来，我
一直担心自己考得不好，现在看来应该不会太差。

接着，毛老师高兴地说：“第一名是99+9分，有雒欣可、王
厚植等人；第二名是99分，有章欣彤、吴政曦等；其他95分
以上的人有邓露玫、余佳可……”我一边听老师念成绩，一
边想：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没有我。想着，想着，我都紧张



得发抖了。

一直到毛老师念完后，我终于不抖了。因为，我没有听到自
己的名字，我知道自己还是考得不好，心里感到很失望。

我认真地分析了一下，知道了这回考得不好的原因。首先，
我没有认真检查。如果我认真检查的话，或许还能考个高分
呢！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我前几天的学习态度一点也
不好，要不是老师和妈妈加紧督促我，我恐怕连这个分数也
考不了哩！

虽然我这次考得很不好，但下次我一定会争取考个好成绩的。

大学学生考试成绩分析篇五

（一）试卷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考试是人教版地理七年级上册第一章前两节的内容，试
卷分值100分，考试时间60分钟，共分两大板块，分别是：一、
选择题（50分）；二、综合题（50分）。

（二）试卷总体特点

1、本次考试的试题全部为基础试题，侧重考查学生对基础知
识的掌握。

2、试题力求体现地理新课程的基本理念。试题无论从选材还
是呈现形式都着力突出“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
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这一核心理念。

3、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和试题从学生的亲身经历、生活
经验切入也是遵循的重要原则。尝试考查学生的观察和实际
操作技能；运用已获得的地理概念、地理基本原理对地理事
物进行分析、做出判断的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



探索实践的科学方法。

4、符合目前初中地理学科和我校地理教学的现状，有利于调
动不同层次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积极性，试题难易程度确定
为难中易的比例为1：2：7。

1、失分率较高的题目：本次考试中，单项选择题的失分率较
高，总体情况一般。所有的题目都是极为基础的知识点，但
是学生们的失分率仍然很高。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下相应的
措施：首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
握，这是取得好成绩的首要保障；其次，在以后的教学中要
继续培养学生的图文结合能力，培养学生从地理图中快速获
取信息的能力；最后，就是要在以后的教学中，将知识点落
实更准确，并且要求学生准确的将知识点落实到教材上。除
此以外，还是要注重学生的书写问题，避免再因错别字而失
分的情况出现。

2、特殊学生分析：由于是第一次考试，对于好多学生还不是
很了解。但是通过这次考试让我对许多同学有了了解，有好
多在平时课堂上不是很张扬的孩子，在这次考试中成绩是很
突出的，比如说初一一班的于笑妍同学，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知道那位同学是于笑妍，但是在这次考试中她以96分
的好成绩位居年级第一名。

考试评卷过程中暴露出学生基础知识还不够扎实，地理学习
方法没有灵活掌握，知识迁移能力低，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进
一步巩固双基，同时更应该把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应
用能力，创新能力当成教学重点。

1、重视各类地理图表的教学，突出地理图象的学科特色。

图像是地理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学生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
工具。地理的学习离不开地图等图像信息，地图被称为地理
学习的"第二双眼睛"。学会阅读、使用和绘制地图，从地图



上获取信息，通过地图判断地理事物的相互联系，理解地理
现象的成因及其规律，这是地理学科教学的特色。

2、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加强地理思维能力的培养。

不能因课改而丢弃基础知识的教学，要注重基础，培养技能，
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并不是不要双基，没有扎实的地理知识
及地理技能。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应教给学生方法，联
系实际，培养技能，使学生能学以致用，运用地理知识解决
身边问题，增强学生环保意识。能力目标是通过教学中的学
法来完成的，指导学生整理出基础知识，总结出知识规律，
构建知识网络。学会运用知识，逐步形成综合能力。可以使
学生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也更能培养学生对地理事物发展
规律和内在联系的分析能力。

3、注意加强地理专用名词书写训练。

4、加强地理解题技巧的训练。

为了避免学生在考试不必要的失分，提高成绩，在平时教学
和复习教学中，建议根据学生的练习反馈情况，要通过解题
技巧的讲解和进一步的训练，以切实提高学生在审题时获取
有用信息的能力；思考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表述和书写时的条理性、逻辑性和规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