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上学期历史工作总结 七年级
数学期试试卷分析(大全5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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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上学期历史工作总结篇一

针对以经结束的期中考试，在此这我将对七年级数学考试试
题、学生的答题情况、总体成绩以及今后在教学中所采取的
措施作如下分析。

一、试题特点

试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解答题四个大题21道小
题，共100分，以基础知识为主。对于整套试题来说，容易题
约占60%、中档题约占30%、难题约占10%，主要考查了七年级
上册前三个单元的内容。这次数学试卷检测的范围应该说内
容全面，难易也适度，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测检，比
较能如实反映出学生的实际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无论是试
题的类型，还是试题的表达方式，都可以看出试卷重视基础
知识的落实、重视基本技能的形成。同时试卷能从检测学生
的学习能力入手，细致、灵活地来抽测每章的知识点。打破
了学生的习惯思维，能测试学生思维的多角度性和灵活性。

二、学生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试卷成绩的分析，学生在答卷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1、数学联系生活的能力不足。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同时也



服务于生活，但学生根据要求举生活实例的能力稍欠，如选
择题第1、4小题,，学生因理论与实践地脱节，从而得分率不
高。

2、基本计算能力有待提高。计算能力的强弱对数学答题来说，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学试卷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内容
离不开计算，计算能力过关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如解答题
的第三大题（17）计算，第四大题的解答题（18、19及21题）
学生在计算的过程中都出现不少错误，一共42分的题目学生
的平均得分只有18分左右，不到百分之五十。学生这样的计
算能力是达不到计算要求的。

3、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差、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选择题的
第5题，第6题，第8题以及填空题的14题，第15题和16题。因
学生的理解有误，导致得分较低。

4、审题能力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不强。审题在答题中比较
关键，如果对题目审得清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此题已做
对一半，数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语言，在解题过程
中，不仅要求学生学会如何解决问题，还必须要让学生学会
阅读和理解材料，会用口头和书面形式把思维的过程与结果
向别人表达，也就是要有清晰的解题过程。

三、期中考试的总体情况

纵观全班乃至全年级，本次考试的成绩较差，最高分只有90
分，最低分26分，其中不及格的有14人。

四、今后的教学所采取的措施。: 通过这次考试学生的答题
情况来看，我认为在以后的教学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
进：

1、引领学生悟透教材的基本内容



教材是数学知识的载体，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源泉，也是试题
命制的蓝本。引导学生研究教材，悟透教材中包蕴的知识与
方法，去发现、去体验、去感受数学的应用性和文化性，能
迅速而又正确地解决教材中的每一个问题，这是数学课堂教
学的首要任务，也是主要任务，是今后提高初中数学成绩的
前提和关键。

2、注重培养学生准确而迅速地解答基本问题的技能

考试中试题虽然始终立足于“能力”立意，但在试题中总有
相当比例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比较典型，知识背景都比较
熟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解答就应注意在平时的教学中加以
引导，使学生能做到准确而又迅捷，不要小题大做或者会而
不对。有一些综合性比较强的解答题其实质是一些基本问题
的综合，知识点虽然多一些，但分割开来还是一些基本问题
的处理，因此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快速、准确解答基本问题
是有效地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整体认识，组成知识网
络非常重要的环节。

3、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教学质量的提高不在于老师是否能上出一节绝妙的好课，而
在于老师能否上出比较好的每一堂课。今后我们将做到：每
一堂课都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都有明确的目的和重点；都
有适宜的难度；都能激起思维高潮；都有充分的练习；都有
精彩简洁的评，在教学中要重点突显学生的学习过程，培养
学生的分析能力。在平时的教学中，作为教师应尽可能地为
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创造自主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在应用题
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展示思维，让他们自己分析题目设
计解题过程。

4、多做多练，切实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有时他们是凭自己
的直觉做题，不讲道理，不想原因，这点从试卷上很清楚地
反映出来了。



5、关注生活，培养实践能力加强教学内容和学生生活的联系，
让数学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生
活中问题的能力。

6、关注过程，引导探究创新，数学教学不仅要使学生获得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要着力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培
养自觉发现新知识、新规律的能力。

七年级上学期历史工作总结篇二

一、试卷的评价 。

1、试卷的基本情况：

历史考试时间为75分钟，政治历史合卷150分钟。历史学科
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材料解析题、综合运用题、
问题探究五类题。

2、试卷的基本特点：

（1）基础性强。试题立足于历史基础知识，以重点知识来设
计题目。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2）标高适度。基于目前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初中历史教
学的现状，试卷没出现较大的偏题、怪题，试题适中。但是
考试内容期中前的占80%多，期中后学的知识考的太少。

（3）题目设计具有简明性。题意指向明确，题目的表述较清
楚，简单明了，学生审题时一目了然。

二、试卷成绩情况

秀率差距较大，一班和二班退步了，需要进一步抓紧。



三、学生答题质量分析

1、优点

（1）对历史教材的主干知识掌握得较好。学生能根据要求加
以复习巩固，对重点知识的掌握较熟练。

（2）能正确地运用解题方法。大部分学生能采用较常用的直
选法和排除法来解答选择题。

（3）能根据题意认真解答。大部分学生能根据题目的要求，
认真分析问题，正确地得出答案。

（4）部分学生的学科能力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的再认再现
能力较强；部分学生善于运用已知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此次
材料解析题的得分率略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具备了理
解、分析能力。

2、存在问题

（1）基本功不扎实。书写不公正、不规范，错别字多。如：把
“赵匡胤”的“胤”写错的学生很多。

（2）同类知识混淆不清。学生对同类知识掌握不牢固，张冠
李戴的现象很普遍。如：把“北宋”和“南宋”、把“岳
飞”和“文天祥”混淆。

（3）分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试题中考查考生分析能力的
题目比例很小，但此类

题目的得分率较低，反映了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影响未能正确
地加以分析。如：问题探究题中的人物，很多同学答题出现
偏差，史实混淆。

(4)复习不到位。本次考试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选



择题错了很多，主要原因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拿出的时间太
少，没有集中精力去记忆。

四、改进措施

1、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读教
材，课堂上多引进一些课外史料，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能
力。

2、注重学生分析、概括和综合能力的训练。分析、概括和综
合是历史学习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检验学生能力的基本内
容，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3、加强学法指导，教师在教学中要教学生如何审题，如何寻
找试题的关键词，捕捉有效信息。

4、根据目前命题的趋势和课程改革的要求，以后主观性题目
还会适当增加，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5、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坚持讲练结
合。

6、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7、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8、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通过这次考试，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
努力在以后的教学中克服这些不足，反思存在的问题，争取
在下次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五、今后的教学建议

1、夯实双基，初三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
练。坚持讲练结合。

2、通过多媒体的运用、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等措施来提
高课堂效率。

3、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4整、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与训练，加强答题的规范性
训练。注意培养学生细心审题的习惯，培养学生在较短的时
间内能准确分辨出题干中的提示项、限定项、干扰项、中心
项和求答项，答题中注意规范和简洁，以保证答题的正确性
和使用恰当的时间答题。

5、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6、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答题的能力。

一、考试成绩基本情况

七年级参加考试22人，及格19人，其中80分以上8人，70—79
分5人，60—69分6人，不及格3人，平均70.6%，合格率86.4%，
优良率36.4%，学困率9.09%，极差率4.55%。

二、试卷的基本情况：



1、历史的题型包括选择题和非选择题两大类

2、试卷的基本特点：

（1）基础性强。试题立足于历史基础知识，以重点知识来设
计题目。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2）标高适度。基于目前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初中历史教
学的现状，试卷没出现较大的偏题、怪题，只有个别题目稍
难点。整卷的试题难度应该说是适中的。

（3）题目设计具有简明性。题意指向明确，题目的表述较清
楚，简单明了，学生审题时一目了然。

二、试卷成绩情况

本次考试，我校七年级两个班，总体考试成绩来看，七年一
班平均分72.7，优秀率62%，及格率为81%；七年二班平均
分78.8，优秀率71%，及格率为83%。两个班及格率差距不大，
但优秀率差距较大，对于七年级来说，一班的优秀率太低，
需要进一步抓紧。

三、学生学情分析

1、优点

（1）对历史教材的主干知识掌握得较好。学生能根据要求加
以复习巩固，对重点知识的掌握较熟练。

（2）能正确地运用解题方法。大部分学生能采用较常用的直
选法和排除法来解答选择题。

（3）能根据题意认真解答。大部分学生能根据题目的要求，
认真分析问题，正确地得出答案。



（4）部分学生的学科能力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的再认再现
能力较强；部分学生善于运用已知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此次
判断题的得分率略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具备了理解、
分析能力。

2、存在问题

（1）基本功不扎实。书写不公正、不规范，错别字多。
如：“曲辕犁”写成“曲辕梨”，把“南宋”写成“宋朝”。

（2）同类知识混淆不清。学生对同类知识掌握不牢固，张冠
李戴的现象很普遍。如：把“吴道子”写成“阎立本”，
把“李白”写成“白居易”。

（3）读图、地点类的知识掌握不到位。如第15题，把a和b的
地点写颠倒。

（4）分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试题中考查考生分析能力的
题目比例很少小，但此类题目的得分率较低，反映了学生对
历史事件的影响未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如：综合探究题中的
用史实证明观点，很多同学答题出现偏差，史实混淆。

(5)复习不到位。本次考试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选
择题错了很多，主要原因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拿出的时间太
少，没有集中精力去记忆。

四、改进措施

1、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读教
材，课堂上多引进一些课外史料，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能
力。

2、注重学生分析、概括和综合能力的训练。分析、概括和综
合是历史学习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检验学生能力的基本内



容，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3、加强学法指导，教师在教学中要教学生如何审题，如何寻
找试题的关键词，捕捉有效信息。

4、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6、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

7、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通过这次考试，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
努力在以后的教学中克服这些不足，反思存在的问题，争取
在下次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一、试卷的评价

1、试卷的基本情况：

历史考试时间为50分钟，政治历史合卷100分钟。历史学科的
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填空题、材料分析题。

2、试卷的基本特点：

（1）基础性强。试题立足于历史基础知识，以重点知识来设
计题目。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2）标高适度。基于目前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初中历史教
学的现状，试卷没出现偏题、怪题。整卷的试题难度应该说
是适中的。



（3）题目设计具有简明性。题意指向明确，题目的表述较清
楚，简单明了，学生审题时一目了然。

二、试卷成绩情况

本次考试，我校七年级五个班，总体考试成绩来看，七年一
班平均分20.21，优秀率0%，及格率为0%；七年二班平均
分55.16，优秀率3%，及格率为61%。七年三班平均分26.17，
优秀率0%，及格率为12%。七年四班平均分55.67，优秀率3%，
及格率为52%,七年五班平均分66.61，优秀率3%，及格率
为72%.五个班及格率差距很大，对于七年级来说。

三、学生答题质量分析

1、优点（五班学生）

（1）对历史教材的主干知识掌握得较好。学生能根据要求加
以复习巩固，对重点知识的掌握较熟练。

（2）能正确地运用解题方法。大部分学生能采用较常用的直
选法和排除法来解答选择题。

（3）能根据题意认真解答。大部分学生能根据题目的要求，
认真分析问题，正确地得出答案。

（4）部分学生的学科能力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的再认再现
能力较强；部分学生善于运用已知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此次
判断题的得分率略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具备了理解、
分析能力。

2、存在问题

（1）基本功不扎实。书写不公正、不规范，错别字多。
如：“曲辕犁”写成“曲辕梨”，把“南宋”写成“宋朝”。



（2）同类知识混淆不清。学生对同类知识掌握不牢固，张冠
李戴的现象很普遍。如：把“吴道子”写成“阎立本”，
把“李白”写成“白居易”。

（3）读图、地点类的知识掌握不到位。

（4）分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试题中考查考生分析能力的
题目比例很少小，但此类题目的得分率较低，反映了学生对
历史事件的影响未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如：综合探究题中的
用史实证明观点，很多同学答题出现偏差，史实混淆。

(5)复习不到位。本次考试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选
择题错了很多，主要原因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拿出的时间太
少，没有集中精力去记忆。

四、改进措施

1、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读教
材，课堂上多引进一些课外史料，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能
力。

2、注重学生分析、概括和综合能力的训练。分析、概括和综
合是历史学习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检验学生能力的基本内
容，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3、加强学法指导，教师在教学中要教学生如何审题，如何寻
找试题的关键词，捕捉有效信息。

4、根据目前命题的趋势和课程改革的要求，以后主观性题目
还会适当增加，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5、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坚持讲练结
合。



6、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7、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8、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通过这次考试，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
努力在以后的教学中克服这些不足，反思存在的问题，争取
在下次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五、今后的教学建议

1、夯实双基，初三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
练。坚持讲练结合。

2、通过多媒体的运用、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等措施来提
高课堂效率。

3、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4、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与训练，加强答题的规范性训
练。注意培养学生细心审题的习惯，培养学生在较短的时间
内能准确分辨出题干中的提示项、限定项、干扰项、中心项
和求答项，答题中注意规范和简洁，以保证答题的正确性和
使用恰当的时间答题。

5、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6、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一、试卷的评价

1、试卷的基本情况：

历史考试时间为50分钟，政治历史合卷100分钟。历史学科的
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归纳列举题、材料分析题，综合探究
题。

2、试卷的基本特点：

（1）基础性强。试题立足于历史基础知识，以重点知识来设
计题目。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2）标高适度。基于目前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初中历史教
学的现状，试卷没出现较大的偏题、怪题，只有个别题目稍
难点。整卷的试题难度应该说是适中的。

（3）题目设计具有简明性。题意指向明确，题目的表述较清
楚，简单明了，学生审题时一目了然。

二、试卷成绩情况

本次考试，我校七年级两个班，总体考试成绩来看，七年一
班平均分72.7，优秀率62%，及格率为81%；七年二班平均
分78.8，优秀率71%，及格率为83%。两个班及格率差距不大，
但优秀率差距较大，对于七年级来说，一班的优秀率太低，
需要进一步抓紧。

三、学生答题质量分析



1、优点

（1）对历史教材的主干知识掌握得较好。学生能根据要求加
以复习巩固，对重点知识的掌握较熟练。

（2）能正确地运用解题方法。大部分学生能采用较常用的直
选法和排除法来解答选择题。

（3）能根据题意认真解答。大部分学生能根据题目的要求，
认真分析问题，正确地得出答案。

（4）部分学生的学科能力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的再认再现
能力较强；部分学生善于运用已知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此次
判断题的得分率略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具备了理解、
分析能力。

2、存在问题

（1）基本功不扎实。书写不公正、不规范，错别字多。
如：“曲辕犁”写成“曲辕梨”，把“南宋”写成“宋朝”。

（2）同类知识混淆不清。学生对同类知识掌握不牢固，张冠
李戴的现象很普遍。如：把“吴道子”写成“阎立本”，
把“李白”写成“白居易”。

（3）读图、地点类的知识掌握不到位。如第15题，把a和b的
地点写颠倒。

（4）分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试题中考查考生分析能力的
题目比例很少小，但此类题目的得分率较低，反映了学生对
历史事件的影响未能正确地加以分析。如：综合探究题中的
用史实证明观点，很多同学答题出现偏差，史实混淆。

(5)复习不到位。本次考试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选



择题错了很多，主要原因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拿出的时间太
少，没有集中精力去记忆。

四、改进措施

1、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读教
材，课堂上多引进一些课外史料，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能
力。

2、注重学生分析、概括和综合能力的训练。分析、概括和综
合是历史学习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检验学生能力的基本内
容，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3、加强学法指导，教师在教学中要教学生如何审题，如何寻
找试题的关键词，捕捉有效信息。

4、根据目前命题的趋势和课程改革的要求，以后主观性题目
还会适当增加，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5、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坚持讲练结
合。

6、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7、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8、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通过这次考试，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
努力在以后的教学中克服这些不足，反思存在的问题，争取
在下次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五、今后的教学建议

1、夯实双基，初三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
练。坚持讲练结合。

2、通过多媒体的运用、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等措施来提
高课堂效率。

3、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4、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与训练，加强答题的规范性训
练。注意培养学生细心审题的习惯，培养学生在较短的时间
内能准确分辨出题干中的提示项、限定项、干扰项、中心项
和求答项，答题中注意规范和简洁，以保证答题的正确性和
使用恰当的时间答题。

5、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6、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一、试卷的评价

1、试卷的基本情况：

历史考试时间为120分钟，总分100分钟。题型包括单项选择



题、填空题、连线题、识图填图题，列举题。

2、试卷的基本特点：

（1）基础性强。试题立足于历史基础知识，以重点知识来设
计题目。重在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2）标高适度。基于目前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初中历史教
学的现状，试卷没出现较大的偏题、怪题，整卷的试题难度
应该说是适中的。

（3）题目设计具有简明性。题意指向明确，题目的表述较清
楚，简单明了，学生审题时一目了然。

二、试卷成绩情况

本次考试，我校七年级两个班，总体考试成绩来看，七年一
班平均分59.36，优秀率18%，及格率为64%；七年二班平均
分63.529，优秀率20%，及格率为60%。两个班及格率差和优
秀率差距较大，对于七年级来说，一班的优秀率太低，需要
进一步抓紧。

三、学生答题质量分析

1、优点

（1）对历史教材的主干知识掌握得较好。学生能根据要求加
以复习巩固，对重点知识的掌握较熟练。

（2）能正确地运用解题方法。大部分学生能采用较常用的直
选法和排除法来解答选择题。

（3）能根据题意认真解答。大部分学生能根据题目的要求，
认真分析问题，正确地得出答案。



（4）部分学生的学科能力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的再认再现
能力较强；部分学生善于运用已知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此次
判断题的得分率略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具备了理解、
分析能力。

2、存在问题

（1）基本功不扎实。书写不公正、不规范，错别字多。
如：“吐蕃”写成“土蕃”，把“涿郡”写成“涿群”。

（2）同类知识混淆不清。学生对同类知识掌握不牢固，张冠
李戴的现象很普遍。如：把“吴道子”写成“阎立本”，
把“李白”写成“白居易”。

（3）读图、地点类的知识掌握不到位。如第51题，把a和b的
地点写颠倒。

（4）分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试题中考查考生分析能力的
题目比例很少小，但此类题目的得分率较低，反映了学生对
历史事件的影响未能正确地加以分析。

(5)复习不到位。本次考试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是太好，选
择题错了很多，主要原因是学生在复习过程中拿出的时间太
少，没有集中精力去记忆。

四、改进措施

进一些课外史料，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能力。

2、注重学生分析、概括和综合能力的训练。分析、概括和综
合是历史学习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检验学生能力的基本内
容，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3、加强学法指导，教师在教学中要教学生如何审题，如何寻



找试题的关键词，捕捉有效信息。

4、根据目前命题的趋势和课程改革的要求，以后主观性题目
还会适当增加，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5、尤其要重视中考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坚持讲练结
合。

6、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7、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8、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通过这次考试，使我认识到了自己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
努力在以后的教学中克服这些不足，反思存在的问题，争取
在下次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五、今后的教学建议

1、夯实双基，初一尤其要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
坚持讲练结合。

2、通过多媒体的运用、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程度等措施来提
高课堂效率。

3、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成绩的
进步，要善于表扬学生。



4、加强解题方法和技巧的指导与训练，加强答题的规范性训
练。注意培养学生细心审题的习惯，培养学生在较短的时间
内能准确分辨出题干中的提示项、限定项、干扰项、中心项
和求答项，答题中注意规范和简洁，以保证答题的正确性和
使用恰当的时间答题。

5、抓好后进生。对历史考试来说抓好10个优生，不如抓好1
个差生对均分的贡献大。同时，要抓好后进班的教学质量。

6、对学生加强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正确运用历史
学科术语，全面、完整答题的能力。强调考试中学生一定要
分点逐条书写，注意条理一定要清晰，特别是要强调答案书
写的序号化。

共 2 页

七年级上学期历史工作总结篇三

一、试卷分析

试题覆盖期中考试的全部内容，考察内容比较全面，同时考
察内容也比较注重基础试题。整份试卷的结构还算稳定，分
值分配还算合理，试题内容覆盖面宽，考查的各个知识点分
布适当，知识结构合理，难度偏难。试卷表面上看比较容易，
偏向基础知识的考察，实际上学生在做题时，却发现有一定
的难度。考试结果对学生的基本计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运用知识能力等水平要求较高。

(1)试题的综合运算性增强。一道试题不只考查一两个知识点，
而是前后章节揉在一起综合考查。要求考生必须上下融会贯
通，全面分析，绝不能一叶障目，以偏代全，否则会劳而无
效。与此同时，试题的解法也不单一，以考查考生的灵活运
算能力。



(2)试题更注重对应用能力的考查。为了考查学生综合应用方
面的能力，或者说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二、考试成绩分析

第一大题选择题得分情况不好，其中第2、7、9、12、14、15
小题失分较多。原因是学生对于基础知识掌握不熟练，思考
问题不全面，不能对知识融会贯通。

第二大题是填空题，得分非常低。共有五个小题，其中4个大
部分同学都没有正确解答。原因主要是题目较难，学生的理
解思考能力较低，不会解答。

第三大题解答题得分都不理想，计算题比较简单,，却比预料
中的要差。特别是第23题，很多同学做错，没有掌握去括号
合并同类项的法则。第26、27题是实际生活的应用题，学生
由于不理解题意，没法求解。

三、学生问题分析

1、基础知识不扎实，基本技能的训练不到位。

（1）对学过的概念、法则、性质、公式的理解、存储、提取、
应用均存在明显的差距。不理解概念的实质，不理解知识形
成发展过程，死记硬背，因而不能在一定的数学情境中正确
运用概念，不能正确辨明数学关系，导致运算发生错误。

（2）运算技能偏低，训练不到位，由此造成的失分现象举足
轻重。计算上产生的错误几乎遍及所有涉及到计算的问题。
我们的考生的确存在一批运算上的‘低能儿’，运算能力差
是造成他们数学成绩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算理
不清，不能正确应用符号语言表明数学关系，计算技能低，
不能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进行运算，不善于通过观察题目的



特点寻求设计合理简捷的运算途径，造成解题速度慢，在大
量的“相对难度”的试题上浪费了时间。

2、数学思想方法的体验、理解、运用还有一定的差距。近年
来对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要求有所加强，学生对数学思想方
法的理解运用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对于数形结合法、分类讨
论等的理解运用还有一定的差距。

3、以思维为核心的一般能力有待于提高，解决综合问题的数
学能力总体尚处于较低水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阅读理解能力有待于提高。审不清题意，尤其不能正确
理解关键词的意义。因而不能正确辨明数学关系，导致解题
失误。

（2）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较低，不善于分析处理数据。

（3）即便是优生对于建立在严格逻辑推理以及抽象的数学运
算基础上的综合题的解题能力也处于较低水平。

四、改进措施

1、加强基础知识的理解、记忆和解题基本方法的掌握，夯实
基础。

从试卷来看，部分学生失分还是由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
握的不够牢固所造成的。因此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还要重视
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基本概念一定要落
实到位，熟悉各种表述方式，正确使用数学符号；将基础知
识打扎实。

2、继续围绕主干知识，突出重点。在复习中仍要进一步围绕
主干知识进行专题复习，做到重点突出，对每一个问题都要
讲清楚、讲全面、讲透彻，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练习的量，



确保学生该得到的分数能够拿到手。

3、注重思想方法的渗透。对于重要的思想方法，例如数形结
合法等，在平时学习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点滴积累，细心
体会，理解其实质及应用；作业书写要规范化，不可随心所
欲，该用什么符号就用什么符号，表述要清晰。

4、缩小后进面。对基础相对较差的学生，需将知识内容一点
点落实到位，让其每节课都有一点收获，耐心指导，千万不
要甩掉他们。给优生一定的自由度，提高学生的质疑能力，
这样可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以期高效。

七（4）班

马军山

2014年11月10日

七年级上学期历史工作总结篇四

一、你能选出最有说服力的一项吗?(请将答案填在下表，每
题2.分，共50分)

12345678910

acdcbdbcbc

11121314151617181920

bcdbbcabdb

2122232425

bdddd



二、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本题共50分)

16、(1)在公元前356年，秦孝公(2分)

(2)法家(2分)

(3)承认土地私有(2分)，准许自由买卖(2分);奖励耕战(2
分);推行县制(2分)

(4)经济得到发展(1分);军队战斗力加强(1分);秦国发展成为
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2分)

17、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简表

农业生产工具或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时期推广的历史时期

推广使用的影响

耒耜

河姆渡时期

(距今七千年前)本格不必填写本格不必填写

牛耕

至迟春秋末年战国

18、儒家强调“仁”和“礼”，主张“以德教化人民”。法
家主张用“刑罚”加强统治，主张强化专制统治，强化中央
权力。道家即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他们主
张“无为而治”。(7分)

学生可建议分别用品德教育、纪律约束、自我觉悟等观点。
也可融合使用。言之有理即可给分。(8分)



七年级上学期历史工作总结篇五

一、辨析

1.一个人的成才与成功，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最为重要，
自尊自信是无关紧要的。

2.只有取得较大的成绩，才会产生自信。

二、观察与思考

3.华罗庚从小就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并显示了在政治方面
的天赋。但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困难，他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当个小店员，伤寒病又使他的左腿成了
残废。在这些打击下，华罗庚并没有放弃他对政治的学习和
研究。他从原来的政治老师王维克那里借来各种新出版的政
治书，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学政治。一次，他写的一篇纠正大
学教授苏家驹解题错误的论文在杂志上发表，其政治才能被
当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的熊庆来教授发现，才被调到清华大
学当了助理员。华罗庚一边打杂，一边旁听政治，仅用了一
年半的时间，就攻下了政治专业的全部课程，还一口气写了
三篇论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在熊庆来教授的推荐下，
没有大学文凭的华罗庚当上了大学教师，并被送到英国剑桥
大学深造。在以后将近半个世纪里，华罗庚在政治领域里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政治家。

请回答：

(1)华罗庚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政治家对我们有什么启
示?

(2)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应如何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