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一年级总结与反思(大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中一年级总结与反思篇一

一、6—10的认识：

1、数数：根据物体的个数，可以用6—10各数来表示。数数
时，从前往后数也就是从小往大数。

2、10以内数的顺序：

(1)从前往后数：0、1、2、3、4、5、6、7、8、9、10。

(2)从后往前数：10、9、8、7、6、5、4、3、2、1、0。

3、比较大小：按照数的顺序，后面的数总是比前面的数大。

4、序数含义：用来表示物体的次序，即第几个。

5、数的组成：一个数(0、1除外)可以由两个比它小的数组成。
如：10由9和1组成。

记忆数的组成时，可由一组数想到调换位置的另一组。

二、6—10的加减法

1、10以内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根据数的组成来计算。

2、一图四式：根据一副图的思考角度不同，可写出两道加法



算式和两道减法算式。

3、“大括号”下面有问号是求把两部分合在一起，用加法计
算。“大括号”上面的一侧有问号是求从总数中去掉一部分，
还剩多少，用减法计算。

三、连加连减

1、连加的计算方法：计算连加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
先算前两个数的和，再与第三个数相加。

2、连减的计算方法：计算连减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
先算前两个数的差，再用所得的数减去第三个数。

四、加减混合

加减混合的计算方法：计算时，按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先
把前两个数相加(或相减)，再用得数与第三个数相减(或相
加)。

一年级数学学习方法

注重孩子学习过程，正视孩子考试成绩

有些孩子入学前就已能认一些字，做一些简单的运算，这样
在上学后老师讲这部分内容时，孩子看上去豪不费力就懂了，
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孩子可能并非建立起有效的学习
方法，并非真正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当他们面对新内容，
特别是思维含量较高的问题时，孩子就会感到困难，因此常
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家长在家看孩子的计算很熟练，就以为
孩子的数学学得很好，但真正考查或解决实际问题时，孩子
往往有些不适应。或者说不尽如家长之意。这就需要我们家
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学习过程，关注孩子的学习内容，数学并
不仅仅是单纯的计算。



作为家长，我们要能将孩子的成绩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
所谓的纵向比较，就是将孩子现在同过去不同进期所取得的
成绩相比较，是进步，还是退步，抑或是原地踏步着。进步
是因为他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有所完善，分析得出后要加
以鼓励，让其发扬光大，开始表扬的频率要高，渐弱之，至
形成了习惯。踏步着，退步了是因为他不认真，还是方法不
妥，分析得出后对症下药，拉起来后再扶上走一程，稍有进
步，作为家长可以借助于老师的口吻，夸张一点表扬，树立
起自信，让他自强不息。所谓横向比较，就是能将自己的小
孩与同年级、同班级的其他孩子比较一下，找差距和不足，
具有良好习惯的孩子，成绩一般都很优秀，而这一切，一方
面归功于学校教育，另一主面也不可忽视，家庭氛围的熏陶，
对于这些孩子的家长，我们不妨去讨教一番，我想再结合自
己孩子的特点进行实践，定有收获。

另一方面，我们要能“不唯分数是问”。分数只能作为评介
孩子的一个参照，90分与100分的孩子的数学能力究竟相差多
少，不是仅分数就能说明的，我们得具体分析才是。孩子有
失误，是纯粹的粗心，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问题。

初中一年级总结与反思篇二

1、数数：根据物体的个数，可以用11—20各数来表示。

3、比较大小：可以根据数的顺序比较，后面的数总比前面的
数大，或者利用数的组成进行比较。

4、11—20各数的组成：都是由1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20由2
个十组成的。

如：1个十和5个一组成15。

5、数位：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



6、11—20各数的读法：从高位读起，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
个位上是几就读几。20的读法，20读作：二十。

7、写数：写数时，对照数位写，有1个十就在十位上写1，
有2个十就在十位上写2。有几个一，就在个位上写几，个位
上一个单位也没有，就写0占位。

8、十加几、十几加几与相应的减法

(1)、10加几和相应的减法的计算方法：10加几得十几，十几
减几得十，十几减十得几。

(2)十几加几和相应的减法的计算方法：计算十几加几和相应
的减法时，可以利用数的组成来计算，也可以把个位上的数
相加或相减，再加整十数。

(3)加减法的各部分名称：

在加法算式中，加号前面和后面的数叫加数，等号后面的数
叫和。

在减法算式中，减号前面的数叫被减数，减号后面的数叫减
数，等号后面的数叫差。

9、解决问题

求两个数之间有几个数，可以用数数法，也可以用画图法。
还可以用计算法(用大数减小数再减1的方法来计算)。

学习数学方法

认真听课

听课应包括听、思、记三个方面。听，听知识形成的来龙去
脉，听重点和难点，听例题的解法和要求。思，一是要善于



联想、类比和归纳，二是要敢于质疑，提出问题。记，指课
堂笔记——记方法，记疑点，记要求，记注意点。

认真解题

课堂练习是最及时最直接的反馈，一定不能错过。不要急于
完成作业，要先看看你的笔记本，回顾学习内容，加深理解，
强化记忆。

及时纠错

课堂练习、作业、检测，反馈后要及时查阅，分析错题的原
因，必要时强化相关计算的训练。不明白的问题要及时向同
学和老师请教了，不能将问题处于悬而未解的状态，养成今
日事今日毕的好习惯。

斜率k知识点

斜率，数学、几何学名词，是表示一条直线(或曲线的切线)
关于(横)坐标轴倾斜程度的量。它通常用直线(或曲线的切
线)与(横)坐标轴夹角的正切，或两点的纵坐标之差与横坐标
之差的比来表示。

斜率又称“角系数”，是一条直线对于横坐标轴正向夹角的
正切，反映直线对水平面的倾斜度。一条直线与某平面直角
坐标系横坐标轴正半轴方向所成的角的正切值即该直线相对
于该坐标系的斜率。如果直线与x轴互相垂直，直角的正切值
为tan90°，故此直线不存在斜率(也可以说直线的斜率为无穷
大)。当直线l的斜率存在时，对于一次函数y=kx+b(斜截
式)，k即该函数图像的斜率。

初中一年级总结与反思篇三

把两个数合并在一起用加法。



加数+加数=和如：3+13=16中，3和13是加数，和是16。

从一个数里面去掉一部分求剩下的是多少用减法。

被减数-减数=差如：19-6=13中，19是被减数，6是减数，差
是13。

要点：

(一)熟记表内加法和减法的得数

(二)整理与复习10以内的加减法

(三)知道以下规律

初中一年级总结与反思篇四

1.位置：所在或所占的地方，有上下、前后、左右之分。

2.上：位置方位名词，例如：汽车在马路的上面。

3.下：位置方位名词，例如：船在桥的下面。

4.前：位置方位名词。

例如：张三在李四的前排，那么可以说张三在李四的前面。

5.后：位置方位名词。

例如：李四在张三的后排，那么可以说李四在张三的后面。

7.退位减：减法运算中必须向高位借位的减法运算。

8.20以内的退位减法：



20以内的数字之间的退位减法。例如：12-9=3.

9.图形的拼组：

一年级数学重点知识简介：认识图形

一、图形可分为(1)平面图形;(2)立体图形

1.平面图形：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平行四边形

2.立体图形：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球

二、图形的拼组

1.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两个完全一
样的三角形既可以拼

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也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还可以拼成一
个大三角形。

2.拼成一个大正方形至少需要4个小正方形，拼成一个大正方
体至少需要8个小正方体。

3.两个长方形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形。(两个特殊的长方形能
拼成一个大正方形)

4个长方体能拼成一个大的长方体。

北师大版一年级下册数学知识点

生活中的数

1、数数的方法有：

一个一个的数，1,2,3,4,5,6,7,8,9,10，……



五个五个的数，5,10,15,20,25,30,35,40……

十个十个的数，10,20,30,40,50,60,70，……

2、数位、基数、序数

计数器上从右边起第三位是百位。从右往左的数位名称：个
位、十位、百位，相邻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进率是10。

数位：数中各个数字所占的特定位置，例如：个位、十位、
百位

基数：表示物体的个数，例如：8个苹果

序数：表示某一元素在序列中的位置，例如：第1个

3、两位数的理解

一个两位数有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十位上的数表示有几个
十，个位上的数表示有几个一。

如：95的十位是9，表示9个十，个位是5，表示5个一。

10个十是一百。100有10个十，100有100个一。

的两位数是99，最小的两位数是10。

最小的三位数是100。

87读作：八十七;九十四写作：94

4、比较数的大小

数位不同：比较数的大小，先从位数上比较，位数多的数更
大，如：289.



数位相同：相同位数的数要从高位依次比较。如果是两个两
位数比大小，先看十位，十位大的数就大;十位相同看个位，
个位大的数就大，例如：9491.

其他：75比23多得多;54比49多一些;21比56少得多;37比41少
一些;62与61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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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一年级总结与反思篇五

本学期由我担任初一(1)班主任，现对本人这学期的工作作如
下总结。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让他们形成与社会相适应当价值观、时效观以及信念观，让
他们明确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人只有一直保持进
步，才能在竞争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让他们树立起
立志成才、刻苦钻研学习的精神，并建立起终身学习的意识。
同时开展爱国、爱校、爱班集体的教育，建立起良好的集体
荣誉感，并为了班集体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为了提高本班的学业水平，我采取了以下措施：



(1)找后进生谈心，了解他们对学习的看法、以及存在地问题，
以便采取有针对的措施。

(2)深入班内调查，并向班干部了解班级情况，随时纠正班内
出现的“不正之风”。

由于初一是新班集体，学生来自不同的班级，互相之间了解
甚少，这不利于班集体的良性发展，为此，我做了如下措施，
以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

(1)制定集体共同完成的目标，在学习生活中以集体观念熏陶
大家。如：打扫卫生，我安排了八人为一小组，负责一天的
清洁与保洁，并有专人负责检查，并将每周的结果公布于黑
板，对于优秀组每月进行表彰。这样有利于学生为了集体的
利益而努力。经过一学期来看，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2)对于晚修、自习的纪律和每天的出勤，也实行分组评比。
本班共分为5组，每组一个组长，每天有专人对完修、自习的
纪律和每天的出勤进行考核，每月进行一次评比;对于优秀的
组，要表彰;对于较差的组，要集体批评。让同学们感到要与
集体“共存亡”。

(3)利用班会课，我也时常跟他们讨论集体的作用;也利用每
周的文体课，开展一些集体性质的文体活动，让他们感到集
体随时在他们身边。

(1)开展“爱护环境、从身边做起”的主题班会。通过观
看vcd让同学们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通过丰富多彩的小品
等文娱活动，将环保的意识灌输给每个同学。

(2)倡议同学们在生活当中做好环境保护的表率，并与破坏环
境的行为作斗争。教育同学们不乱扔垃圾，见到地上有垃圾
要主动拾起来扔到垃圾桶里等。



(3)本学期，我利用文体课，开展了一次全班性的环保知识竞
赛。通过竞赛，使同学们知道了自己该怎样去保护环境，去
爱护我们美好的家园——地球。

一学期来，经过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本班无论是在学业水
平上，还是在班级管理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仍还有不
少的问题，如：后进生的转化效果仍然不理想?仍然有部分同
学的集体观念淡薄等等。我将继续努力，认真汲取教训，总
结经验，争取在下学期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