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期中试卷 小学数学一
年级期中试卷分析报告(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期中试卷篇一

一.想一想，填一填。(每空一分，共21分。).

110个十组成的数是().，它前面的一个数是。

256的十位上的数字是()，表示()个();个位上的数字是()，
表示()个().。

3.计数器上，从右边起，第一位是()，第二位是()，第三位是
()。

474前面的'一个数是(),后面的一个数是().

5按规律填数.

1015()()()()

()()()424446()

二按要求填一填。

1看数画珠子(每个2分，共4分)

十位个位十位个位



707

2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把下面各数排列起来.(每空1分，共5
分)

4554405034

()()()()()

三.计算。

1.直接写出得数。(每空0.5分，共5分)

15-8=12-9=14-6=11-2=

6+7=4+8=18-9=5+9=

12-5=11-6=

2.在()填上““”“或”=“。(每空1分，共6分)

14-6()815-2()619-7()14

3.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数。(每空1分，共6分)

()-5=87+()=15()-6=6

18-()=714-()=9()+6=16

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期中试卷篇二

本次期中考试概况：

优秀人数：198人



良好人数：79人

可以人数：30人

再努力人数：4人

优秀率：63.7及格率：98.7

主要成绩：

1、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所学习的知识。

2、学生中的大多数能够很好地掌握口算和笔算部分的内容。

3、学生能够根据提供的相关信息提出问题，同时能够进行正
确的.解答。

4、多数学生能够根据所给图示解决问题。

主要问题：

1、审题不够认真，不能正确理解题意。

2、学生抄题不够认真，同时缺少检查的习惯。

3、少数的学生对24时记时法理解困难,不会计算经过的时间

4、应用题的最后第2题，出的比较难,超纲,多数学生不理解

改进措施：

1、加强基础知识教学。

2、加强审题能力和习惯的培养。



3、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

4、培养学生验算的良好习惯。

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期中试卷篇三

通过对本次试卷的分析，从整体来看，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
的比较好。基本功扎实，形成了一定的基本技能。从试卷中
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部分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变通的能力教差，不能熟练的运用
所学的知识解答问题。对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掌握不到位，
似是而非，运用不够熟练。

2、审题时对关键字的把握不准确，说到底还是学习能力的问
题。如解决问题中的求平均数问题很多同学就找不准总份数。

3、面对没有做过的题，不敢尝试，主动探索的能力差。

4、少部分学生计算错误率较高。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4篇《三年级
数学上册期中试卷分析报告》，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
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式的文档以便编辑使用。

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期中试卷篇四

通过对本次试卷的分析，从整体来看，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
的比较好。基本功扎实，形成了一定的基本技能。从试卷中
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部分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变通的能力教差，不能熟练的运用
所学的知识解答问题。对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掌握不到位，
似是而非，运用不够熟练。



2、审题时对关键字的把握不准确，说到底还是学习能力的问
题。如解决问题中的求平均数问题很多同学就找不准总份数。

3、面对没有做过的题，不敢尝试，主动探索的能力差。

4、少部分学生计算错误率较高。

北师大版初一数学期中试卷篇五

一、试卷评价：

本次数学试题起点低，坡度缓，注重基础性，关注对学生数
学思想方法和能力的考查，是一份较成功的试题。

1、试题考查内容依据《课标》，体现基础性。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方法是培养和提高学生数学
素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基础，是学生进一步学习
和发展的必备条件，试题在这一点上立意明确，充分体现数
学学科的教育价值。全卷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
考查题覆盖面广，起点低且难易安排有序，层次合理，有助
于考生较好地发挥思维水平。这样，考生直接运用所学过的
数学知识和方法进行“似曾相识”的解答即可，既可坚定考
生考好数学的信心，又对今后的数学课堂教学起到良好的导
向作用。

2、突出了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精髓，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重
要环节。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知识与方法形成的规律性的理性
认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策略；数学方法则是解决问题的手
段和工具。试题着重考查了转化与化归思想、数形结合思想、
方程思想、统计思想和数学建模的思想等。例如第23题，突
出了数学建模思想和方程思想的考查，第20题以及第21题突



出了对学生的图表信息的收集与处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的考查。有些试题的内容虽在课本之外，但其根却
在课本之内，考生只要认真思考分析，是不难做出正确解答
的。

3、试题背景具有现实性，突出对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创新思
维的考查。学习数学的最高境界就在于运用数学知识，方法
和思想去解决实际问题。如第4题、第7题、第17题、第20题
和第23题等，其背景来源于学生所熟悉的生活，公平合理，
具有现实意义。

二、暴露的主要问题：

1、基本技能不过关，这主要反映在计算和解方程及化简求值
上。

2、审题不清，读题不细。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六（1）上，不
能准确的找出题中所隐含的等量关系。

3、没有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比较典型的如第五题的第（2）
题求角的度数，大多同学仅凭猜测想象便胡乱得出错误的结
论，根本不去通过逻辑运算去获得结论。

4、数学能力薄弱。分析问题的能力需进一步提高，基本的数
学思想需加强。如第五题的第（1）小题，对基本图形的认识、
观察、构造能力弱；不能用代数式准确表示图形的面积，更
缺乏基本的数学建模思想。

三、改进措施：

1、依据课本，夯实基础。《课标》中指出“注重学生对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在初一数学中，我
们一定要注重课本，加强基础，落实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对
基本概念的理解，对基本方法的应用，对基本技能的娴熟，



对基本思想的领悟。

2、注重过程，培养习惯。教师要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要求学生注意细节，养成认真、严谨的好习惯；要引导学生
切实关注自主学习的体验过程，重视知识的发生过程，养成
良好的思维习惯。比如，可以要求学生建立一个错题本，随
时记录自己的错误，及造成错误的原因，或建立一个记录本，
随时记录易错、易忘问题，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查缺补漏，
将知识归类，将解题方法归类。在形成知识的基础上加深记
忆，养成习惯。

3、突出方法，提升能力。在教学中，通过一定量的习题训练，
让学生自己加以反思，总结，从特殊中发现一般，注重问题
的通性通法，在一般中捕捉特殊，注重方法的灵活变通。从
而真正提升学生准确计算的能力，初步的空间观念，简单的
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对
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培养学生认真审
题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习惯，而不是单凭机械记忆、模仿
套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