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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一

期中考试已落下帷幕，本次考试为泰州市模拟考试，我们东
校区语文成绩在全姜堰市排名第22，在张甸区排名第2，应该
说是稳中有进。本学期以来，我校大力倡导新课程改革，采
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模式实施课堂有效教学，坚持每日
一练，每练必改，每改必讲。从目前考试情况来看，应该说
初见成效，当然在本次期中考试中还是暴露了不少的问题，
具体分析如下。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二

本试卷紧扣课标要求，以七年级思想品德课现行教材为依据，
体现对学生的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
三维目标基本要求，注重试题与社会实践和学生生活经验的
联系，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考查的同时，着重对学生的运
用能力、综合能力的考查，坚持知识能力和情感觉悟相统一
的原则，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政治学科的学科特点和本质要求。

本试卷由选择题（占33分）、非选择题（占67分）两部分构
成，满分为100分。

本试题基础知识题分值约占50%，对知识点理解运用题占40%，



主观能力探究题占10%。涉及七年级上册全部教材，重点突出
考察全面，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考察，特别考察学
生对识记理解能力，从材料中获取信息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三

本次我班有49人参加考试，90分以上22人，80―90分有13人，
优分率71。4%；及格46人，及格率93。8%，不及格3人。总体
情况良好。

1、基础知识。考查了学生半学期以来所学习的各方面知识，
能充分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合理运用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2、计算。本部分试题主要考查口算和混合计算能力，促进学
生掌握必要的运算技能，养成认真审题等良好习惯。多数学
生能把握计算顺序，做到正确计算。但也有个别学生存在计
算马虎、计算顺序弄不清。

3、统计。本题考察用多种方法统计数据，重点考察学生
用“正”来统计，并能用统计图知道哪种多哪种少，一共多
少个等问题。

4、解决实际问题。能灵活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
题，是学生学习数与运算的重要目标。本题主要测查学生的
解决问题能力，通过题意能用多种方法做两步计算问题，会
运用提供信息提出数学问题。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四

1、深入学习新课标，教学中贯彻新的理念，提高课堂效率，
抓住文本,吃透教材,扎实掌握文本的知识，多进行迁移训练。
不仅要过得去，还要过得硬。



2、文言文教学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加强常用实词虚词的掌
握,要求学生背诵课文和译文，同时加大课外阅读量。并注意
训练学生的语言。

3、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表达,书写认真，
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检查有督促有落实，有反馈措施。加大
培幼转差力度。

4、改变学生依赖性强的毛病，把自主、合作、探究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善于发现规律
总结规律，运用规律。

5、加强作文教学,多布置当堂作文，要求把字写工整,要求学
生看好题目要求再动笔，提倡新鲜的表达，大胆的选材，高
雅的格调，快乐作文。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五

第一学期期末七年级思想品德期末考试已圆满结束，此试卷
能联系学生生活，坚持正确导向，并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放在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因此我结合
这次期末考试的具体情况对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具体情况
如下：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六

学生的首号错题原题是11题：“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
辛勤十来日，母瘦雏渐肥。”学生错为“贮食行为”。

分析原因：学生没有理解诗中的实景，母燕哺育雏燕的画面，
母瘦、雏肥，哺育后代的行为是繁殖行为中的一种，因此此
题正确答案应该是繁殖行为。

学生错为“鸟粪没有膀胱，小肠很短”



分析原因，学生对动物的消化系统各部分（器官）的功能理
解较浅：正确的应该是，直肠――粪便、膀胱――尿液、小
肠――消化食物。

第12题目，学生对生态系统概念都懂，但是对生物圈也是生
态系统，而且是最大的生态系统在思维模式上还没有转换过
来。

第9题，认识有点肤浅，其实沿着逻辑，顺藤摸瓜并不难，生
物多样性――生物种类的多样性――依赖于生态环境的多样
性――根本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第10题，表面看关节有支点、杠杆、固定、连接作用似乎都
有道理，但这里指在运动中，因此只能是支点作用。

做得好的题有1、2、3、6，反映学生对一些典型的特例：水
中的鲸是用肺呼吸，――这些生物特例掌握较到位。学生对
动物的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相关知识掌握较好，学生能明
确区分先天性行为是生来就有的，是受遗传物质控制的。而
后天行为是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是后天学习获得的。同时
学生对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等区分较清晰，
对各自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掌握较好：生产者主要是植物，
它是无机物到有机物间的转换器。

语文考试质量分析报告篇七

（1）虽然这个学期我们一直在抓学生的计算，但是部分学生
在计算中还是比较粗心，仍有抄错或漏抄数据的现象，特别
是在列竖式计算中，横式结果漏写或写错。

（2）从题目中摘取数学信息时抄错数字，漏写单位等。

（3）读题时马虎没有弄清题意就开始做题，导致错误的出现。



（4）没有养成做完自觉检查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