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数学检测分析报告(汇总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
优质的报告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数学检测分析报告篇一

时间如流水般淌过，转眼间数学期末考也已结束，成绩也已
经公布了。望着试卷上的分数，我惊讶了。因为这并不是我
真正想要的分数。为什么我不能考得再高一些呢！于是，我
开始自我检查。

我每到考试的时候总因紧张而很着急，为此，我想出了几个
办法。

2、平时多做一些不同类型的题，这样就会对大多数题型熟悉，
拿到试卷心中就有把握；

3、适当做一些计算方面的练习，让自己不在计算方面失分。
我想如果我能做到我以上提到的这几点，我一定能把考试中
的。失误降到最低。因此，我一定会尽力做到以上几点的。

但我想单单只靠以上几点还是不够的，我还就该拥有几点科
学应试技巧。于是，我根据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出了几点总
结。

第一点：拿到考卷后，应把考卷整体审视一遍，看一看哪些
题目比较容易，哪些题目比较难。

第二点：先从简单的题做起，把那些好拿的分数全部拿过来。

第三点：遇到难题，实在不能马上写出来的话，不要死死地



盯着那道题，而忽略了别的题，应把所有会做的题做完才努
力解答那道题。

第四点：考完后，认真地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把题目看错
或抄错。

在下一次考试中，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小学数学检测分析报告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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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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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数学检测分析报告篇三

一、试卷卷面分析：

1、知识的覆盖全面，各种知识的比例合理，符合课程标准的
要求及教材的编排意图。

2、试卷既关注了双基，又能考查能力的发展，使不同层次的
学生都能获得相应的成功喜悦，充分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数学
课程的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新理念。

3、注重试卷的人文性，一些与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素材改编
成了有新意的试题，在试题的取材上充分注意与学生生活的
联系，加强了数学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引发学生发现并解决
实际问题。如应用题的第2、4小题，都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强调了应用题对数学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的重要性，提请学
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数学问
题生活化、生活问题数学化。



二、考试结果情况及分析：

我们班共抽考7名学生参加了此次测试，总分是609.7分，平
均分是87.10分;及格率为100%，优秀率为100%。班里其他的
同学考的还不如这几位抽考的同学，考试结果不令人满意。

三、学生卷面分析：从学生的答题情况来看，学生在学习方
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基础知识不扎实。从不少学生在计算题失分情况来看，
学生的计算能力较差，一些看似很简单的计算却频频失分。
应该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仍然有一部分学生没有掌握。

(二)是学习方式有问题。试卷中有不少是需要运用已有的知
识，解决一些综合性的问题。然而，由于不少学生平时习惯
于模式化的学习，缺乏应有的思维训练，面对出现的综合性
的问题时，解决问题时的思路自然也就比较狭窄了。

(三)是思维能力较弱。数学学习就是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思维能力，为学生的一生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而从部分试
卷情况来看，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有待于提高。

四、改进措施：

一是要把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真正落到实处。由于现在正处
于新课程改革的初期，很多东西还处在相对动荡之中，但对
于已被人们共识的转变学习方式，有必要及时加以落实，否
则，现在的学生无法适应今后变化的学习。

二是要适当加强“双基”训练。“双基”一直是我们传统教
学中的优良成果，新课程不应回避“双基”，而应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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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检测分析报告篇四

总体情况汇报：晓塘小学20_学年第二学期共有606人参加语
文测试。一年级的合格率为94%，二年级的合格率为90%，三
年级的合格率为94%，四年级的合格率为88%，五年级的合格
率为92%，六年级的合格率为91.7%。

试卷难易分析：各年级难易度适中，一年级“第七题的3：
把‘我们微笑着欢迎在好像山峰’组成通顺的话对晓塘的学
生而言有难度。67名学生仅有9人正确。二年级的试卷题型活
泼，覆盖面广，是合格性检测的优质卷。三年级试卷覆盖面
也很广。在第四题的词语分类中，“疑问”一词让学生很为
难。第十一题“阅读短文”的第一题“查字典，给下列字注
音”不应该出现在期末测试的卷子上，会带来一些麻烦。四
年级的试卷难度稍大，除了第五题“这段文字主要在写海底
动物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特点是（）和（）”有一定难
度外，课外阅读中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文中人物对月亮的感受
也相当不容易完成。五年级的试卷是一到六年级相对较为浅
近的试卷，但对《绿》的填空可能不应该做要求吧。六年级
的试卷中，学生错误较多的题型恰好是优秀的题型，符合新
课程标准的题型。如“写含义”与“梁山好汉有几位”，是
符合新课程标准提出的“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



力”，“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等目标要求的。

错误焦点剖析：

1、读题能力较差，有的是漏看，有的是误看，可见平时训练
不够加强。

2、做题比较随意，态度不够严谨。检查的意识与能力更是薄
弱。

3、不够灵活。四年级的看拼音写词语中“勉强”的拼音是错
误的，但监考教师未发觉，学生就随意做成了“满腔”。虽
然是本校自测，改卷时教师给这两种答案都给了肯定。但从
侧面也反映出情况。

可喜现象呈现：

1、基础较为扎实。虽然每一题都有学生出错，但整体的正确
率是可以的。

2、作文水平比较令人满意。基本能达到题目要求，而且有优
秀文章出现。例如六年级的“我发现母爱象红烛”与“我发
现蜗牛也有爱”等，无论是立意还是笔墨都呈现很高的水准。

提高措施列举：

1、从低段起就加强课外阅读，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经典读物，
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升语言的敏锐度。

2、平时注重小练笔，让学生在每一次谴词造句时做到文从字
顺，直至作文时能具体明确。

3、教师有一定的应试能力，让学生既学得到又学得轻松，留
出更多的时间畅游书籍的海洋。



小学数学检测分析报告篇五

就在上个星期五，我们进行了数学期末考试。

很多同学被填空题和操作题难住了。有的人这边问问、那边
问问，还有的人东望望、西望望，没一个认真的！我想，这
都是因为平时张老师叫我们背的定义没背，家庭作业不认真
做上课不认真听讲的缘故啊！

试卷发下来了，我看到大部分同学都考得很差，连一个考满
分的也没有！教室里所有的同学都在问答案。我回到座位上，
我的试卷也被齐朵朵拿去看了，唉！

考试时，我也被填空题的第四题给难住了，我趴在桌上偷瞄
同桌的卷子，但很快发现他也不会做。做操作题时，我用三
角板拼角时，心里就急得很，心想，快要交卷了！于是就把
角的顶点画弯了。最后一题我不该错，全班就只有我没有写
等于符号，白白地丢掉了0.5分。

我做错的原因就只有一：心很急。因为我心急，把定义忘记
了；因为我心急，画错了角；因为我心急，没有写等于符号！
为什么心急？是因为我一直想着要比别人速度快一点，一直
想着不能输给别人，我还没有得过第一，所以我的心就变得
更急！

我觉得，跌倒了还要爬起来才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所
以，经过这次经验总结过后，以后我们还会拿到全年级第一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