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二语文期试试卷分析总结与反思 试卷
分析初三语文(精选6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
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初二语文期试试卷分析总结与反思篇一

期末检测试卷分析报告

随着20xx年的到来，期末考试的帷幕渐渐落下，这次考试给
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现结合本次阅卷仅作简要
分析。

一、试卷特点

整套试卷紧扣中考题型，难易程度适中，覆盖面较广，全面
考查了九年级语文上册的内容。无论是基础知识的考查还是
阅读能力的检测都能显示出平日教与学的扎实程度。全卷满
分15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全卷三大板块：积累与运用、
阅读理解、作文；共28个个题目。全卷客观性试题54分，主
要包括选择题（1至6题共18分）、古诗文默写填空（7题共18
分）、文言文阅读的词汇解释、文言语句翻译（19至23题
共15分）、综合性学习（8题3分）等，占36% ；主观性试
题97分(含作文60分)，占64%。

二、答卷情况统计

本次九年级语文期末考试抽样六个考场共240份试卷，数据
卷18份，具体抽样试



三、具体分析

（一）第一部分：积累与运用（1－8题，共40分） 1．出现
问题及原因：

（1）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欠缺较多 。比如第2题，内容是
记住了，但是总有错字出现，不能保证做到只要写上就不错
字。

（2）缺少知识积累，或是太死板，不知变通。即脖子里挂着
大饼最终还是饿死。不仅在这里，文言文阅读更甚。比如第3
题，成语的准确理解还是一大关，别说运用，就是理解都有
一定的困难。平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学生的知识面太
过狭窄，仍是令人头痛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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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科学试卷共有六大题，题型分布广，份量适中，难易适
当，是一份比较合理的试卷。共有11人参加考试，最高分93
分，最低分85分，优秀率100%，及格率100%。从总体情况看，
学生对本期知识掌握的较好，现将本次考试情况具体分析如
下：

1、试题内容好，题型全面广泛，整份试卷分为判断、选择、
简答、连线、画图、既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
考查学生灵活运用能力；判断、简答是考察学生的分析和理
解能力，因此这份试卷基础中含有灵活，灵活中有考察基础，
试题出的比较好。

2、试题难易程度适合全体学生，注意了坡度的平缓，试题的
低中难题分布恰当。

本份试卷错题较多的是第四大题连线题。学生对“复合运
动”不理解造成了严重的失分。判断题是考察学生思维能力



的一个体现，也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但因内容简单，得分率
较高为82﹪左右。

1、自觉学习新的教育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
同时自觉钻研_课程标准_、新的教材；学习新的知识，不断
充实自己。

2、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知能并重，既要准确传授知识，又要
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3、注重每位学生的发展与进步，注重后进生的转化。

4、加强教学研究，充分发挥教学研究的功能，研究教材、教
法、学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小学
科学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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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量六道，东城与西城一样，题型上稍有创新，将关联词替
换成了病句。其六种题型中，字音字形与西城海淀一样，都
涉及到对新增二十个词语的考察。其他题，病句题不难，而
标点、语意衔接及修辞则是非常难为各位考生了。标点所考
察的书名号用法及引号与其他符号的位置关系会难倒一批考
生；语意衔接考察的是上下文内容及语法结构的严格一致，
语感稍差的同学都选不出来；修辞手法中所附的材料可
用“不知所云”来评价，材料过于晦涩，且主题太不明显，
中考不太会出这样的材料。

默写题考察了《过零丁洋》《诗经·蒹葭》《岳阳楼记》和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四篇都是重点备考的对象，
不多说。

名著阅读考察了《孟子》，也是学生需重点注意的名著之一。
其考查形式给各位考生的备考提供了一个方向，即名著的相



关文学常识、涉及到名著的课文的具体内容（包括提到的重
要地点、时间、人物、事件、主题）都应该成为重点记忆的
对象。

第一题，整合并概括材料信息。材料形式为“表格+文字材
料”，文字材料中概括两个要点并不难，表格的概括相对较
难，表现在表头不够清晰，能做出的同学需有较好的逻辑思
维。

第二题，概括采访记录。思路跟2011年中考一致，基本上需
概括的关键词都在各个材料的第一句话中，要概括的自己的
理解也只是各个看法的整合，这使得本题很容易。

第三题，考察学生对材料进行高度概括的能力，比前两题难，
但若掌握了方法，本题也容易。仔细审题可知，标题中已知
部分对应的是材料最后一段，因此学生需概括的即是一二段
的内容，一段写“爱心分队”诞生，二段写“分队用爱心传
递温暖”，将这两个意思概括为与标题已知部分格式一致的
句子即可。

从篇目上看，考察的是《陈涉世家》，就预测性来说，不算
成功。题型则是一贯的实词解释、句子翻译与文意理解，可
分析之处不多。

文学类阅读：王蒙《新疆的歌》

相对海淀、西城文学类阅读都选择“亲情”主题的文章，东
城选取的主题比较晦涩，王蒙的《新疆的歌》，是一篇主题
偏向于地域文化的抒情散文，理解上来说，会比《苏醒中的
母亲》及《母亲》都难。但地域文化类的抒情散文是北京近
几年中考文学类阅读的重要选文方向，如曾考过的《又临黄
河岸》《西皮流水》等等，都属于偏向于文化的抒情散文。
东城的选文方向应得到广大考生的注意。从题型上来说，则
非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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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命题以《语文课程标准》为指针，注重学科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的考查，注重人文精神和新课改理念的渗透，强调
语文学习的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要求，较好地体现了教育
部“语文考试应着重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的精
神。

本试题满分为120分，考试时间为100分钟。参加考试的总共
有84人，其中最高分为 98分，最低分为 36分，平均分为68
分。

本次试卷共包括三个部分：

一、积累运用（24分）；

二、阅读（46分）

1、文言文阅读（15分）；

2、现代文阅读（26分）；

三、作文（50分） 。

我们采取抽样的方法，对这次试卷的答题情况作了分析，以
便准确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第一部分为积累运用，主要有两大板块：古诗词填空和名著
填空。古诗文名句默写，这是近几年来考查的一个重要题型，
学业考试中也是重点考查的，这种题型一般有三种类型：机
械型默写，即给出上句，要求写出下句，或给出下句，要求
填出上句；理解型默写，即给出有关诗句的理解，要求写出
相关的诗句；运用型默写，即给出一定的背景，按要求填出
诗句。第一种类型是必考的题型.



第二大部分为阅读，这个题目共有两个板快，即课内阅读和
课外阅读，课内的选择的是文言文《陋室铭》和现代文《金
属如何耐寒》，《3000斤的良心》。总体来说，学生答题情
况较好，正确率达到了83%。但在答题的细节方面又显露了学
生阅读能力的欠缺。

文言文阅读的问题是学生的文言文基础不扎实。个别的同学对
“素琴”的解释不清楚。对两句文言句子的翻译解释不出来；
对于课外的现代文阅读，总体上的感觉就是同学们在考场上
阅读的程度还是不深、不细，这使答题的时候很不全面，或
者大不到点子上。

语言表达能力欠缺。阅读理解综合分析能力差，这是阅读题
失分多的重要原因。这不仅表现在第一部分考查学生运用语
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语言运用题的解答上，而且还表
现在通过阅读材料，对文章的大意的把握，概括捕捉信息等
阅读题的答案表述和作文的语言表达中。学生心中所想没有
准确说出，言不达意，是不会得分的。尤其是问答题，突出
考查学生阅读表达能力和独特的体验，同时注重到读书方法
和探究意识的考查。试题分别从字词的认读，词句理解，信
息筛选，文意概括，中心与材料的关系，句子的含义和作用，
感受、体验、品味能力等角度考查。比如课内的现代文。

阅读中答的最不理想的就是13题，从此题可看出同学们对议
论文的知识掌握的不好，还不会很好的找论据论点，这在教
师的教学中应是一个注意点。

从答题情况看，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字词的认读、词语的
运用、修辞方法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等一些最基础的题失分都
不少，但更突出的是不能正确把握文章的大意，不能准确理
解词语句子在文中的含义；不能准确提取必要的信息，也就
是抓不住题眼、找不准答案信息所在，即没有把握题干的特
点，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在理解语言的基础上运用语言。
答的不少，但没扣住要点。



第三部分为半命题作文。以“感恩——”为话题，这个作文
学生有较深刻的体验，有话可说，感情也较为真挚，但缺少
深刻的表现，就是说，自己的感情，不知道怎么表达，不懂
得在细节中体现人物情感。阅读面窄，选用的材料不是很新
颖，有不少同学的材料显得老套。滥用词语，语句不通，语
言匮乏。不能很好地借助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突出主旨。

对考生来说，选题作文写作选择的面更宽，灵活性更大，自
由性更大。试卷中的作文题，不设审题障碍，淡化文体要求，
对题目拟定，中心确立，文体选择，写法运用，都有较大选
择自由，倡导多元而富有个性的思维，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
有创意的、大胆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但有不少学生
对这种要求把握不准，自拟题目、自定立意、自选文体，也
是要中心突出，所选材料不能偏离主题，不能偏离话题，文
体也要明确，不能四不像。作文语言假大空，缺乏真情实感。

本次检测中既有它的进步方面，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进步方面：通过一个多学期的学习，学生在文言古诗的背诵、
仿句能力、换位思考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关于这些语文
最基本知识的学习、训练，要继续坚持。

1、文言默写，学生眼高手低。依提示填写诗文原句，得满分
的同学很少，其原因不是学生不会背，而是眼高手低。而此
类题的评判标准又恰恰非常严格，错一个字就算错。

2、学生审题意识及其领悟力不够。

3、作文分数普遍不高。作文历来是语文成绩优异与否的最大
制约因素，它也是语文的老大难，整个八年级学生的作文能
上50分的寥寥无几，让人心理真不是滋味。

1、更新教学理念，探求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语文教师一定
要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法的指导者、



促进者，一定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究，要强调学习
的过程而非仅仅是学习的结果，一定要改变程式化的教学方
法，积极探索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课堂效
率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

2、拓宽知识视野，增强自觉主动的阅读意识。语文教学承载
的任务很重很广：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
导学生注重文化积累和培养语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和主动创新的意识，等等。语文教学的这些任务，说明了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仅凭课堂内和课本内容远远承担不了，
学生在答题中出现的错别字，古诗词默写错误，基本的文学
常识缺乏，写作中名言名句引用少、事例都是老一套等等，
都说明了我们平时在阅读教学中还不够重视多方面的积累。
所以必须引导学生向课外要时间，扩大阅读面，拓展知识视
野，丰富语言积累；同时，教师本人也要加强学习，不
断“充电”，储备能指导学生阅读的资本，以真正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

3、重视基础知识，加强扎实有效的技能训练。知识学习与能
力培养一直是语文教学研究关注的一个话题，两者必须并重
齐抓。试卷答题情况就足以证明：知识与能力同样重要，
抓“双基”是一项务实工程，只有务实，才能创新。例如写
作，最突出的现状是多数学生作文是基本功不扎实，缺乏起
码的“规范”，所以教师一定要按照《语文课程标准》的要
求，积极投身课改，正确认识很大一部分学生语言表达不佳
的现状，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帮助学生打实基础，提升能力。
在课内，要充分发挥课文的范例作用，从小处、从底处入手，
进行科学有序的扎实训练，少一些只给一个题目的大作文，
多一些有针对性的小作文等片段练习，精心指导，重视过程，
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掌握应有的写作方法。在课外，教师
要鼓励带领学生深入生活，积极参加语文综合性学习，关注
社会、关注大自然，使他们多一些实践机会，多一些生活积
累，同时要大力提倡用写日记、周记或随笔，以此来反映自
己的思想言行，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来表达对人对事的态



度，描绘学校、家庭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鼓励他们说真话、
抒真情，学做真人。

4、转变教学评价，注重学生创造性回答。在新课改下，教师
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树立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为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的课程目标意识。
建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充分发挥评
价的检查、诊断、导向、反馈、激励等多种功能的科学评价
意识。

总之，本次期末考试八年级语文命题是非常成功的，测试内
容遵循新课标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和基本理念，在一份
语文试卷中力图体现“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
成和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基础，也是学生
会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的精神，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本次考试作为检测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其评价功能不仅表
现在价值判断上，更体现在价值导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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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检测参考人数851人，人平66。58分，及格人数627人，
及格率73。62%，优秀人数261人，优秀率30.58%。

二、试题特点

本试卷分为三大板块，共十二个大题。

1、资料结构稳中求变，稳中求新。与往年的试卷相比，这次
的试卷带有明显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试卷整体坚持
稳定，基础知识、阅读和作文三大板块稳定不变，分值也坚
持不变，但经过采用“形近字组词”、“给句子换个说法”、
“给部件组字再组词”的题型增大了考查面，开放性的题目
给学生供给了较大的答题空间。



2、作文改变了以往紧贴教材的形式，首次突破教材，给予了
学生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有利于让学生表达自我最真实的
想法和情感。

三、抽样分析情景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答题的情景，我们随机抽查了三个年
级50份试卷，对三大板块学生答题情景抽样调查，具体情景
如下：

尽管试卷的一、二部分都是一些基础题，但大多数学生在答
题过程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和弱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1、字音、字词

试卷中要考查的字音、字词，都是本册教材中学生必须掌握
的，应当是很容易的。抽查了五年级20份试卷，全对的有12
人，6人得14分，2人得13分。从得分来看，学生对字音、字
词的掌握较好。部分同学失分的主要原因，一是答题时粗心
大意;二是对字音、字词掌握得不牢固，答题时出现确定的错
误。

五年级的选字填空“暮、幕、慕”。多数学生失掉2-3分。其
实这是《课堂作业》上的，说明学生平时练习没有认真答题，
错题也没有及时纠正。

2、句子

三年级的第七题按要求改写句子。三年级学生连“缩句”也
不会，让他们改“陈述句”和“转述句”的难度可想而知就
更大了。

六年级选择修改不正确的一项，并写出理由。教师乍一看不
明白选哪个，更何况是学生。



二年级第十题“把词语组成通顺的句子，并加上标点符号。
失分的学生主要是没有掌握方法，逻辑思维本事不强。

3、积累

所考查的资料是本册的古诗和名言警句。学生大体情景较好，
部分学生丢分的原因是写错别字或前后颠倒。

失分最多的是四年级对对子。学生不理解意思，关键还是平
时积累太少。

4、阅读

四年级找描述天鹅神态的句子，有学生找成描述天鹅动作的
词;五年级给”绿色建筑“下定义，学生不明白下定义是什么
意思;三年级还没有接触排比的修辞手法，却要求学生填排比
的手法，学生当然不会。

5、作文(十二题共30分)

从阅卷情景来看，好的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想象巧妙、
新奇，颇有创新意识;三是资料丰富多彩，语句优美流畅;三
是中心明确，结构比较完整。但学生在考场作文中反应出来
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选材上多雷同之处，视野不够
开阔;二是语言积累不多，语言表达不完整，缺乏遣词造句的
本事;三是写作技巧欠缺，有的作文层次不清，语言颠三倒
四;四是书写不规范，字迹潦草，错别字多。

四、对今后教学的几点看法

1、重视字词教学，夯实语文基础

要提高学生的成绩，首先应重视字、词的过关。在检测卷中，
字、词类的题目只要学生平时稍加努力，就能够得分。所以，



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词语听写，词语抄写和组词的训练，同
时还可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词语接龙、猜谜)来训练和
巩固学生对词语的掌握。

2、提高阅读本事，引导个性阅读

从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阅读题的得分率是最低的，说明了
学生阅读的本事还不强。其实本次试卷的阅读题并不难，只
要学生认真阅读短文，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公开课上往往课型都是阅读教学，但少数教师一节课讲个不
停，学生很少有朗读和思考的时间。阅读是极具个性化的行
为，教师要充分认识自读自悟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本事
的极端重要性。仅有让学生直接应对文本，用心读书，才能
获得个人的理解、体验和感受。

阅读教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本事。所以，教师
在阅读教学中要还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让学生在读中理解，
读中体验，读中感悟。

3、激发习作兴趣，抒发真情实感

从平时的抽考阅卷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的作文雷同，严重
时，一本(20份)试卷有四、五个学生的作文一模一样。作文
资料的虚假，已成为小学作文教学的顽症，”作文打假“刻
不容缓。

学语文，最头痛的就是写作文，学生习作时常常觉得无事可
写，无话可说。培养学生的写作本事，要采取多种方法，激
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学生不断获得写作的动力。

一篇好的文章，真实感情比华丽的辞藻，富丽堂皇的布局更
为重要，离开真情实感这个前提，一切写作技巧都成了空中
楼阁。真实的才能打动自我，写出来的文笔才流畅，感情才



真实。作文教学要多点自由、开放，少一些束缚、限制，使
学生在资料、情感上贯彻一个”真“字，在语言、形式上贯
彻一个”活“字。

总之，写实的作文必须要让学生写身边的事，说心里的话，
说有童真童趣的话;想象作文则要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
写出富有新意的作文。

4、丰富语言积累，注重语文实践

积累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熟背、
背诵、博览很多的诗文，不进行相当数量的练笔，要想学会
读写是不可能的。课内的积累，主要是在诵读中积累，如描
述人物、景物的词语;细节描述具体生动的句子;运用了修辞
手法的句子;富有哲理、意味深长的句子。课外的积累，则可
充分利用学校图书室的有利资源或学生自我的藏书，组织学
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让学生读好书，多读书，爱读
书，并指导他们做好摘抄和读书笔记。

语文教学必须采取语言积累和语文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学
生在积累中运用，在运用中积累。在课外时间，可组织学生
交流见闻，交流心得，让学生在交际中学习语言，运用语言;
可鼓励那些写作本事较强的学生向学校的广播站投稿，为学
生创设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的喜悦;还可开展”手抄
报“、”演讲“等综合实践活动，从而到达拓宽学生视野，
丰富知识积累的目的。

小学语文重视积累，必须要在这段期间打好语文的基础。语
文基础有多重要，可能大家都有所了解。培养学生的语感，
这样才能在未来的语文学习中游刃有余。沪江网提醒大家不
要小看语文科目，学好并不容易。



初二语文期试试卷分析总结与反思篇六

一、学生答题情景浅析：

。但学生在考场作文中反应出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
是选材上多雷同之处，视野不够开阔；二是语言积累不多，
语言表达不完整，缺乏遣词造句的本事；三是写作技巧欠缺，
有的作文层次不清，语言颠三倒四；四是书写不规范，字迹
潦草，错别字多。

五、六年作文，一等作文占72。3%，二等作文，占20。1%，
三等以下的作文，所占比例为7。6%。本次检测，无论是写人
的作文，还是记事的作文，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够选取适宜的
素材，较合理的安排材料，写出一篇较好的文章。少数学生
习作的语言优美，生动而富于童趣，也偶尔出现有创意的语
言，书写规范整洁，失分较多学生习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的原因。

1、审题不准，文章资料没有紧紧围绕题目来写，如五年作文
要求中给了提示，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可是好多同
学审题不认真，甚至不审题，直接就写，导致作文跑题。

2、文章资料空洞概括，不够真实具体，缺乏真情实感，不乏
有唠家长的作文，如六年级的《——我想对您说》，原本是
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话题，应当是充满真情实感的作
文，应当是抓住这次机会给你的家人或是教师、同学写一封
发自肺腑的信，可是却被很多同学写得支离破碎。不能将自
我的语言很好的组织起来。弄得整篇文章字数不足，同时没
有表达出自已的真情实感，更不要说有什么语言功底。

3、语句不够通顺，表达意思不清楚，病句较多，个别学生字
迹过草，词不达意。

4、改版后的教材，作文教学由以往只注重写实的思路，转变



为写实、写虚并重的思路。在这一思路改变背后的想法是，
借写想象作文，激活、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本次检测的作文
题也是作文命题的首次改革和尝试。

关于作文教学的思考和提议

1、平时教学炽应注意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本事，积累素材的
习惯，为习作准备充足的材料。

2、注重从语言积累和语言训练两方面入手，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语言表达本事。

3、适当的教给学生习作方法和习作技巧，包括审题、立意、
选材、过渡结尾、谋篇布局等方面的知识。

4、将习作与阅读、习作与生活联系起来，加强课内外沟通，
注重生活作文，提高学生习作水平。

试题特点

本试卷分为三大板块，共十二个大题。

1、资料结构稳中求变，稳中求新。与往年的试卷相比，这次
的试卷带有明显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试卷整体坚持
稳定，基础知识、阅读和作文三大板块稳定不变，分值也坚
持不变，但经过采用不一样的题型增大了考查面，开放性的
题目给学生供给了较大的答题空间。

2、作文改变了以往紧贴教材的形式，首次突破教材，给予了
学生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

3、注重创新精神与实践本事的考察，试卷中越来越富有人性
化色彩，尊重学生个性化的思考和创造性的解答，试题体现
出更大的开放性。



4、语文考察的纬度由知识与本事的单维，走向了三维，
即“知识与本事、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本次试题注重基础、突出本事、尊重个性、鼓励创新、联系
生活，试卷难易适中，题量适宜。

教学启示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的层面和资料很多，我
们思考今后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
些努力。

1、重视字词教学，夯实语文基础

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料之一，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
要学好语文，首先要识字，要掌握必须数量的字和词。从本
次检测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许多学生字、词可是关。试
卷中考查的字、词都是本册教材学生必须掌握的，如“糟
糕”、“誊写”、“慈祥”、“歧视”“再接再厉”“前仆
后继”等，要提高学生的成绩，首先应重视字、词的过关。
在检测卷中，字、词类的题目只要学生平时稍加努力，就能
够得分。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词语听写，词语抄写和
组词的训练，同时还可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词语接龙、
猜谜）来训练和巩固学生对词语的掌握。

2、提高阅读本事，引导个性阅读

从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阅读题的得分率是最低的，说明了
学生阅读的本事还不强。其实本次试卷的阅读题并不难，只
要学生认真阅读短文，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我们经常下到学校听课，往往课型都是阅读教学，但我们发
现少数教师一节课讲个不停，学生很少有朗读和思考的时间。
阅读是极具个性化的行为，教师要充分认识自读自悟对于培



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本事的极端重要性。仅有让学生直接应对
文本，用心读书，才能获得个人的理解、体验和感受。

阅读教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本事。所以，教师
在阅读教学中要还学生朗朗的读书声，让学生在读中理解，
读中体验，读中感悟。

3、激发习作兴趣，抒发真情实感

从本次的抽样调卷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的作文雷同，严重
时，一本（20份）试卷有四、五个学生的作文不能说是一模
一样。但选材是没有差别的。作文资料的虚假，已成为小学
作文教学的顽症，“作文打假”刻不容缓。

学语文，最头痛的就是写作文，学生习作时常常觉得无事可
写，无话可说。培养学生的写作本事，要采取多种方法，激
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学生不断获得写作的动力。

一篇好的文章，真实感情比华丽的辞藻，富丽堂皇的布局更
为重要，离开真情实感这个前提，一切写作技巧都成了空中
楼阁。真实的才能打动自我，写出来的文笔才流畅，感情才
真实。作文教学要多点自由、开放，少一些束缚、限制，使
学生在资料、情感上贯彻一个“真”字，在语言、形式上贯
彻一个“活”字。总之，写实的作文必须要让学生写身边的
事，说心里的话，说有童真童趣的话；想象作文则要鼓励学
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富有新意的作文。

4、丰富语言积累，注重语文实践

积累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熟读、
背诵、博览很多的诗文，不进行相当数量的练笔，要想学会
读写是不可能的。课内的积累，主要是在诵读中积累，如描
述人物、景物的词语；细节描述具体生动的句子；运用了修
辞手法的句子；富有哲理、意味深长的句子。课外的积累，



则可充分利用学校图书室的有利资源或学生自我的藏书，组
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让学生读好书，多读书，
爱读书，不动笔墨不读书。

语文教学必须采取语言积累和语文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使学
生在积累中运用，在运用中积累。在课外时间，可组织学生
交流见闻，交流心得，让学生在交际中学习语言，运用语言；
可鼓励那些写作本事较强的学生向学校的广播站投稿，为学
生创设成功的机会，获得成功的。

语文试卷分析（八）：

一、试题分析

主要考察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词语积累，学习方法和构成
的自主阅读本事。试卷中呈现出四大块资料：字词积累，学
过的知识填空，阅读和习作。各类题型中的小题新颖，难易
适中，适合大多数学生的认知水平。

二、试卷分析。

第一部分考察学生字词掌握情景，题型设计有：根据拼音写
句子中所缺的字词;给加点字选择正确读音;按要求完成下头
各题，根据学过的知识填空，有个别学生没有认真审题，没
有按要求写。

第二部分课内阅读，共设计了四个小题，完成课内句子的补
充题，学生做的较好，但一些灵活性的题学生有失分。能够
看出学生语文课外阅读量不够，学生对句子的掌握和应用本
事训练力度不够。好多学生没有很好的理解题意，只写了一
个句子，答题不完整。诗文积累答题较好，但个别学生错别
字较多。

第三部分口语交际。主要考查学生的课外知识储备量!~



第四部分作文。习作部分主要考查学生的观察力和语言表达
本事。学生从自我经历过的生活中选材，写起来有话可说，
也能写出真情实感。可是有的学生还没有养成修改文章的习
惯，在分段、错别字、标点符号等问题有失分。

从阅卷情景来看，好的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想象巧妙、
新奇，颇有创新意识;二是资料丰富，语句优美流畅;三是中
心明确，结构比较完整。但学生在考场作文中反应出来的一
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选材上视野不够开阔;二是语言积累
不多，语言表达不完整，缺乏遣词造句的本事;三是写作技巧
欠缺，有的作文层次不清，语言颠三倒四;四是书写不规范，
字迹潦草，错别字多。

三、存在的问题。

1、词语积累不够。学生平时缺乏很多的阅读、积累、欣赏、
感悟，遇到一些较灵活的题，就感到束手无策。

2、综合本事薄弱。由于学生平时学的知识较规范，缺乏对知
识整合的处理，故失分较多。本次考查的资料不仅仅涉及拼
音、字词、句子、逻辑思维训练，还考查学生对短文资料准
确理解本事及平时积累词语的本事。

3、逻辑思维本事欠佳。本次检测作文素材虽都来源于学生自
身的生活实践，但由于学生基本功不够扎实，逻辑思维训练
太少，所写作文语序散乱，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更应当加强
对学生逻辑思维本事的训练。

四、采取的措施。

1、重视字词教学，夯实语文基础

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料之一，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
要学好语文，首先要识字，要掌握必须数量的字和词。从本



次检测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许多学生字、词可是关。要
提高学生的成绩，首先应重视字、词的过关。所以，教师在
教学中应重视词语听写，词语抄写和组词的训练，同时还可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词语接龙、猜谜等来训练和巩固
学生对词语的掌握。

2、提高阅读本事，引导个性阅读

从试卷分析来看，阅读题的得分较多，说明了学生阅读的本
事还不强。在做阅读时，只要学生认真阅读短文，是很容易
找到答案的。所以，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自读自悟
的本事，让学生在读中理解，读中体验，读中感悟。

3、激发习作兴趣，抒发真情实感

平时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习作时常常觉得无事可写，无话
可说。培养学生的写作本事，要采取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
写作兴趣，使学生不断获得写作的动力。作文教学要多点自
由、开放，少一些束缚、限制，使学生在资料、情感上贯彻
一个“真”字，在语言、形式上贯彻一个“活”字。总之，
写实的作文必须要让学生写身边的事，说心里的话，说有童
真童趣的话;想象作文则要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富
有新意的作文。

语文试卷分析（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