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优
秀7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总结吗？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一

本次期末考试考生共有78人，其中80分以上3人，占4%；60分
以上32人，占41%；不及格的46人，占59%。最高分87分，最
低分10分。

二、试题分析

本份试题难易适中，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选择题大都是考
查较简单的单一知识点，但题干设计巧妙，学生需认真审题
才可以作出答案，非选择题的小题设计也是注重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的考查。如选择题中的5、6、7、9、11小
题，非选择题的第23题，学生若只是死记课本知识是难以作
答的，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理解与运用。

三、试卷分析

（一）选择题

本试题满分40分，学生得分主要在25分左右。容易出错的有4、
5、6、9、10小题4、6、10小题学生出错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对
所学知识掌握不牢，对历朝历代所发生的事情记忆不准，混
淆导致出错。5、9小题学生出错的主要原因是对所学知识不



能灵活运用。

（二）非选择题

21、（1）本试题满分4分，大部分学生得分在2—3分之间。
本试题学生的错字、别字太多，失分严重。另外出现的问题
还是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不准确，张冠李戴。

（2）（3）材料分析题大部分同学对史料掌握不熟，失分较
多。（4）是开放题，大部分同学思维不太灵活，答题较死板，
得分也不多。

22试题满分16分，得分在8分左右，学生对所学知识不会灵活
运用，第2小题出错的主要原因是把两次战役相混淆，对官渡
之战、赤壁之战的相关知识记忆不准，第3小题赤壁之战失败
的原因没分析清，记忆不准确。

23试题满分13分，学生得分在9分左右。学生存在的问题是记
忆不准，对知识点没掌握，胡乱拼凑。

24试题满分5分。得分状况较好，在4分左右。但也有个别学
生掌握不准确，

（6）探究题

本试题满分16分，大部分学生得分在10分左右。

国家篇中，大部分学生都能答对，但错别字较多。人物篇中，
大部分学生都能回答正确，存在的问题还是错别字较
多，“嬴政”的“嬴”出错率较高，很多学生写成了“输
赢”的“赢”；出错最多的还是最后一个试题，大部分学生
不知亡国之君。

措施篇中，秦皇、汉武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措施掌



握不到位，错别字也较多。

分合篇中，很多学生朝代顺序模糊，没记忆准确，出错最多
的还是学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势理解不深刻。

四、采取措施

1、要从思想上重视历史学科。

从这次初一学生的历史试卷来看，出现了很多空白试卷，且
学生的试卷书写相当潦草，胡写乱写的学生很多，不及格人
数占参考人数的13，成绩令人瞠目，同时为初三历史教学埋
下了隐患。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上不重视历史学
科，从而导致成绩低下，对此情况，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
重视起来，采取有效措施，争取使学生下半学期成绩能够得
到提高。

2、重视对课本基础知识的落实。

在历史学习中，基础知识部分是占主体的，掌握基础知识是
学生综合运用，灵活掌握知识的前提，因此一定要重视基础
知识的落实。对于课本一些重点知识一定要反复落实，要使
学生能正确书写下来，避免书写错别字，要使课标要求的重
点知识、主干知识学生掌握准确无误。

3、对课本上涉及到的文言文要加以讲解。

由于七年级是中国古代史，所涉及的一些资料大多是文言文，
所以对于课本出现的一些文言资料要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
理解到位进而掌握相关知识点。

4、复习时要对知识进行系统归纳，形成知识网络。重视单元
小结、同类知识的总结及比较，构建知识网络，使学生有明
确的历史知识体系。同时对于单元学习主题也要重视讲解，



要让学生掌握单元主题。

5、复习时要对学生进行审题、答题规范、答题技巧的训练。

初一阶段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审题、认真答题的训练，要让学
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认真读题，规范答题，同时使学生
能够掌握一定的答题技巧。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二

考试后，我最关心的事莫过于各科的成绩了。成绩很不理想。
其实分数只不过是检测我们对知识掌握了多少而已，不必耿
耿于怀，而是要明白自己在哪里失分了，找出原因，及时弥
补。我们必须总结失分的原因，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一、基础知识

要想使自己的基础知识更广泛，就需要积累。在平常的学习
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明白意思的词语及时查工具书。
每天看一看，背一背，温故而知新，以免由于时间的关系，
冲淡了记忆。

二、阅读

阅读也是建立积累上的。平常应该多读。要用心去读，读的
不是有趣，而是内容。在平常多读的情况下，我们在考试时
做阅读题就会很好地抓住文章所要表现的感情。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三

一、试题特点分析

纵观今年初一历史试题，就全卷内容来看，试卷的设计与题
型以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来考查学生。注重考查学生的



阅读能力（如材料题的第14、16题），注重考查学生的分析
归纳能力（如综合探究题的第17题）。但是个别题目考察的
知识点太深，覆盖面过于广泛，对于七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
较大，（如综合探究题的第17题），考查关于“和谐社会”
的知识体系，大多数学生未能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导致失分
现象严重。

二、考生答题情况分析

参加考试的总人数为48人，最高分为98分，最低分为20分，
平均分为71分，及格人数36人，及格率为75%，80分以上的
有14人，优秀率为29%。全卷中做得最好的是第三大题材料解
析题（分值为32分），绝大部分考生的'成绩在20―30分之间，
满分的有2人；做得较差的是综合探究题，有几个考生得10分，
满分的仅有1人。总体来看，考试情况不理想，成绩不高。

三、学生存在问题分析

考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答题不注意规范性，粗心大意。部分学生书写太草，乱涂
乱画，错别字多。有个别同学把“周厉王”写成了“周历
王”，“孔子”写成了“孙子”。

2、相关历史学科基础知识掌握不牢。考生对知识点掌握不够
牢固，答题含糊不清。如第四大题的第18题，秦统一的历史
意义和巩固统一措施的推行的历史作用区分不清楚，导致失
分现象严重。

3、知识运用的灵活性差。考生在答题过程中不能灵活地运用
所学知识答题，缺乏一定的答题技巧。

4、史实混淆。部分学生对桀、纣的暴政和秦始皇的暴政区分
不清，张冠李戴。



5、审题能力不强。（如第二题归纳列举题中的13题），列举
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典故，很多同学都写成了封建社会的成
语典故，导致答案出错。

6、历史思维能力、从材料中获取信息能力、概括归纳能力差。
如第16小题第1和3问，学生失分较多，失就失在不能从材料
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对材料不加分析，只知找书或材料分析
不透，实际上材料中有隐含的答案。

三、对今后历史教学的建议

针对此次评卷工作中所反映的问题，我应在今后的教学工作
中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改进：

1、加强书写基本功的训练。

2、多注意引导学生审清题，有的放矢地作答，注重解题方法
的传授。

3、在教学中加强对历史基础知识的训练，使学生能基本掌握
重要的历史知识，因为基础知识是其他能力培养的基础。

4、加强对知识点的巩固，提高归纳、辨析判断的能力。

5、要进一步体现以教材为依据，大纲为纲领，灵活地运用所
学知识来分析社会问题，并加强对答题技巧的训练。

6、教师应多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7、强化兴趣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很多学校的老师重视
知识讲解到位，但效果不佳，原因就是学生兴趣没上来。总
之，此次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分数不高，在以后的历史学
习中，我将和学生一起努力，一起探究，分析原因，逐步提



高成绩。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四

一、试卷结构：

八年级历史试卷共五大题，由以下几个题型构成。第一题选
择题，共计40分，第二题材料分析题，共计15分，第三题是
联系实践题，共计16分，第四题是读图题，共计15分，第五
题是实践题，共计14分。本套试卷没有偏题、怪题，整个试
卷难易适中。

二、试卷评析：

1、整套试卷对教材各单元知识点的考查分配较均匀，涵盖较
全面。

2、部分选择题设置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三、学生做题中出现的问题：

1、审题不清。

2、错别字较多。对一些常见常用的名词写错，如重返写
成“重反”等。

3、学生阅读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较差。随着能力考查的不断
加强，取自于课外的史料也不断增多，阅读理解史料是解题
的关键。但在本次结业考试的材料分析题中发现学生阅读理
解的能力还是比较欠缺。

4、对历史史实联系和分析概括能力还很缺乏。例如材料分析
题，很多学生知识掌握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知识迁移能力
较弱，对不够关心。



四、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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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落后的教学手段，多尝试用多媒体、投影等现代化教
学手段，加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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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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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今后的教学建议

1.教师要认真学习《历史课程标准》，把握考试基本内容和
要求。继续加强对《课程标准》、、考题的研究。《课程标
准》是命题的范围和依据，是我们复习备考的重要依据。备
课组要重视对它们的研究，把握各部分教学内容的复习要求，
用教师在研究考试，把握命题方向上的多投入，换取在指导
学生复习过程中的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

2.进一步加强基础知识的教学

试卷相当数量的题目来源于教材，即便是综合题也是基础知
识的加工、组合和拓展，只有讲好、学好、用好教材，发挥
教材的优势，挖掘教材潜能，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
复习时尤其是对一些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内容、对学生



的未来发展有帮助的内容，对基础知识的教学要扎实，学生
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要细致、到位。不能留有漏洞。

3、切实抓好各个教学环节的落实。

（1）加强集体备课。要备教材、备学生、备习题、备教法、
备学法，分工协作。积集体的智慧为大家拥有、共用，取长
补短，最后达成共识。

针对我们复习课，建议尝试以下五步骤：

第一步，理清单元阶段特征或专题特征。

第二步，考知识点的考察情况进行统计，用表格列出。使考
试内容在本单元的考察情况一目了然，克服学生复习的`盲目
性，并且对新的考点做出预测。

第三步，由导学结构和讨论思考题组成。这一部分是课堂操
作的主体部分。简单的东西由学生填上并作回答即可。疑难
点，尤其是热点、预测到的考点问题由老师引导分析、作出
解答。通过分析加深教材或专题知识点的理解，这一部分主
要强调的是老师“导”的作用，学生是思维的主体。

第四步：巩固练习。题型、题量多少不限，主要是选好有针
对性的题目，这一部分主要强调“练”的功能，起巩固本单
元知识的作用。这样通过上面几个环节，“导”“学‘”
练“三环节基本完成。第五步是课后记，类似于课后反思。
对老师来说，本单元有什么不足和遗憾及补救措施可总结一
下，对学生来说，本单元有什么缺憾的地方，或者有什么补
充，甚至是对教师讲课的建议都可以记在上面。

（2）上课我们必须要从”细讲“过渡到”精讲“，讲要讲出
新东西、新意境；从”演员“过渡到”导演“，充分发挥教
师的”导“的作用，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中，我们



要教给学生主动学习的方法，要”授之以渔“，而不要”授
之以鱼“，重点、难点问题要讲深讲透，把大量的剩余时间
还给学生，提高学生的自主性，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最大限度的提高自习效率，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3）布置作业和训练

要精选习题，强化训练。为了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学
习效益，教师在选题过程中，要坚持适量性原则。教师要下
大力气，精选习题，把学生救出题海。让学生获得最大的学
习效益。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五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0分)

1、目前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是

a、元谋人b、北京人c、蓝田人d、山顶洞人

a、北京人b、元谋人c、半坡人d、山顶洞人

a、北京周口店b、陕西半坡c、山东大汶口d、浙江河姆渡

a、北京人b、河姆渡原始居民c、山顶洞人d、半坡原始居民

5、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最能体现长江流域原始农耕
文化成就的是

a、种植粟b、种植水稻c、加工玉器d、烧制彩陶

a、黄帝b、炎帝c、蚩尤d、禹

7、世袭制代替禅让制，使“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国王



是

a、尧b、舜c、禹d、启

a、商汤灭夏b、武王伐纣

c、大禹治水d、黄帝大战蚩尤

9、“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下列制度符合这一特征的是

a、分封制b、郡县制c、禅让制d、世袭制

10、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是在

a、夏朝b、商朝c、西周d、秦朝

a、齐桓公b、晋文公c、楚庄王d、秦穆公

12、决定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的战役是

a、桂林之战b、马陵之战c、长平之战d、城濮之战

a、管仲b、孙膑c、庞涓d、廉颇

14、春秋史书中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记载。其
中“牺”指

a、牛b、羊c、猪d、水果类

15、商鞅变法的哪一项法令，加强了中央集权

a、允许土地自由买卖b、奖励耕织c、奖励耕战d、建立县制

16、同学们要听战国编钟演奏美妙的乐曲，应该到



a、北京历史博物馆b、湖北省博物馆c、上海博物馆d、湖南省博
物馆

a、郑国渠b、灵渠c、都江堰d、广通渠

a、孔子强调的实行仁政b、墨子强调的兼爱非攻

c、孟子强调的要按时令进山伐树d、孙子强调的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

19、如果有一旅游团想去参观古老的周朝的中心，你应该指
点他们去的地点是

a、北京b、洛阳c、西安d、南京

20、下列战役不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是

a、城濮之战b、桂陵之战c、马陵之战d、淝水之战

二、非选题(共60分)

1、识读右图，请回答：(15分)

(1)、右图中的人物是谁?(2分)

(2)、他的主要贡献(事迹)是什么?(4分)

(3)、他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办法叫什么?(3分)

(4)、他建立的国家叫什么?有什么意义?(6分)

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15分)

材料一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材料二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亲属、功臣等，封他们为
诸侯。诸侯有向天子纳贡，随从作战、定期朝见的义
务......

请回答：

(1)、两则材料中所述的是西周实行的什么政治制度?西周实
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什么?(6分)

(2)、根据材料二判断这种制度封哪些人为诸侯?(3分)

(3)、西周实行这种制度有何作用?(6分)

3、读图填史(15分)

(1)、上图是什么时期、在什么河流上、由谁负责修筑的什么
工程?(6分)

(2)、这项工程由哪几部分组成?(3分)

(3)、说说这项工程的作用?(6分)

4、阅读下列材料：(15分)

法令规定：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
生产粮良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
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君直
接派官史治理。

(1)、上述材料内容反映了我国古代哪一次著名的变法?这次
变法的目的是什么?(6分)

(2)、为便于记忆，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材料中的三项内
容?(3分)



(3)、此次变法有何重要历史作用?(6分)

7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试试卷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40分)

题号12345678910

答案adddbadbdb

题号11121314151617181920

答案adaadbcccd

二、非选题(共60分)

1、(1)、答：大禹

(2)、答：领导人民治整洪水

(3)、答：禅让制

(4)、答：夏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它的建立标着
国家的产生。(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奴隶
社会的开始。)

2、(1)、答：西周分封制;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为的巩固奴隶主政权。)

(2)、答：周王的子弟亲戚(王族)、功臣以及旧贵族的后代。

(3)、答：不但巩固了对原来商朝地区的统治，而且扩大了统
治范围，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3、(1)、答：战国;岷江流域;李冰父子;都江堰。



(2)、答：分水堤、宝瓶口、飞沙堰。

(3)、答：消除岷江水患，灌溉了大片农田，使成都平原变成了
“天府之国”。直到今天它还发挥着分洪、灌溉、通航和旅
游观光的巨大作用。

4、(1)、答：商鞅变法;目的：富国强兵。

(2)、答：承认土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建立县制。

(3)、答：商鞅变法废除了旧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
军队战斗力，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以后
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六

最好先看好题目在答题。这样，在自己答题的过程中，就会
有一个构思，也许，在答题的过程中，就会有灵感，在做作
文就比较容易了。平常多写，多练，逐步提升，平常时应该
多读一些“开卷有益”的书。

我没有考好完全是在于平时的基本功没有打好。吸取了这次
的教训，我以后会在平时的学习上更加努力！认真完成作业！
专心听讲！没有考好也在与临场发挥的.不够完善。我在考完
试后会仔细检查。我会“更上一层楼”！老师，请你相信我，
我会在下次的考试中，更加在努力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初一历史教师期中总结反思篇七

1.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出现在西汉早期。

2.东汉改进造纸术的重要历史人物是蔡伦。意义：世界各国



的造纸术，大多是由我国直接或间接传去的。造纸术的发明
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

3.东汉时期的张衡制造的地动仪。作用：测定地震的方向。
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

4.东汉华佗最早制成了“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
主要著作《五禽戏》。

5.东汉末年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书中阐述中医理论
和治病原则。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后世尊称他为“医
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