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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七下语文期末总结部编版篇一

本学期的第二次月考已经结束了，拿到试卷后，简直不敢相
信这是自己教出的学生，满眼尽是六七十分的学生，简直是
惨不忍睹。

看到这样的分数，自己非常难过，感觉非常对不起学生，是
我有限的教学能力限制了他们无限的发展，是我有限的责任
心，导致了他们有限的分数。前段时间由于太多的时间放在
了家人身上，致使放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少了很多，所有以今
天这个成绩实在是因为一己之私而耽误了孩子们。痛定思痛，
当提起一个教师真正的责任心，全心全力于教学，像对待自
己初生孩子般那样来对待别人的孩子。对于此次考试的具体
情况总结如下：

这两个题目本属于送分题，但是得分情况并不理想，全班只
有10人满分，其中错得较多的学生有陈学政、陈俊源、周帅、
林佳泳、钟雨景、黄逸熙、陈丹萍、邹雨迪、翁锦龙、朱乐
凡、彭日炫、程晓辉、叶溢洲、徐威望、吴焕杰、林泽印、
朱舒展、吴东润、翁志伟、孙伟钞。错得比较多的字依然
是“骥、轩、潭、嶙峋、磬”。

病句修改全班只有18人做对，不足一半，对于病句修改在学
生语法学习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多总结一些典型



病句，并加强学生的.语感训练，以此来提高病句的判断能力。

第4小题失分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只会判断某个句子运用了何
种修辞手法，但是对于用修辞手法造句还是无从下手。

第5小题也是一种第一次出现在学生眼中的新题型，很多同学
也是找不到北，对于这类题目主要是加强他们的审题训练，
并学会分析与概括。

此题是整个试卷中学生完成最好的题目了，满分13，平均得
分在10分以上。得益于之前对翻译的逐个背诵跟踪。看来此
方法还得继续加强。

本题满分12分，平均得分5分左右，失分点有两个，一是学生
对于“象征”不属于修辞手法而是写作手法的认识不够，二
是学生缺少对句子的微观分析能力。

六、现代文阅读得分较低

此题的主要失分点有两个，一是学生对于描写手法的概念基
本上是一片空白，第二是学生的阅读分析、概括、综合能力
明显不足，使得学生的思维不够全面，因而对于得分点的回
答也不够完整。

本题本8分，但学生的平均得分率只有4分左右，满分的只有7
人。这个题目属于死记硬背型的，以后能过加强背诵来提高
这一题的得分率。

作文中最大的问题依然是书写问题，其次还有五六个同学字
数不够，得分在20以下，一位同学竟然没有写作文，实在出



人意料。作文的内容也较为单调，基本上都是发烧感冒类的，
缺少新意。对于作文，在学生们生活阅历有限的情况下，一
要加大他们的阅读量，二是要进行系统写作训练。

这是七年级入学来的第二次考试，它让我全面了解了学生，
也全面了解了自己。自己一定从新出发，努力学习其他老师
的教学经验，探寻语文教育的新方法，争取使孩子们的学习
能有一个更高层次的飞跃。

七下语文期末总结部编版篇二

【导语】本站的会员豹纹浅尤为你整理了“第二学期七年级
语文期末教学总结”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回顾这一学期的教学工作，
既忙碌又充实，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反思地地方。为了更好地
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现将本学期的教学工作总结如下：

一、注重夯实学生的基础

在平时的新课教学中，我让学生积累重点的字词、易读错易
写错的字词、把握常用成语的含义。从试卷情况来看，个别
同学的字词不能正确书写，注音不能准确掌握。

古诗文不仅要让学生熟练背诵，而且还要能正确书写，明确
背诵任务，并在下课之前利用几分钟默写，及时纠正学生错
误。从试卷默写情况来看，大部分同学写得很好，个别同学
做理解性的默写，没有深入读题，导致判断错误。所以教学
中，还要注重赏析诗歌，理解诗歌的内涵、抒发的情感。

二、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我们的语文教学可以说每节课都是在培养阅读能力，分析文



章内容，体会文章情感，总结写作方法。课后结合各种题材
的语段进行训练，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本次考试文言文的对比阅读，选了《爱莲说》和《孟子》中
的一个段落，课内的词语解释、句子翻译，学生掌握得较好。
但是课外的《孟子》，学生理解有一定的难度，这可以看出
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本学期的名著阅读是《骆驼祥子》和《海底两万里》，这两
本书读得还不错。通过写情节概括、出名著题目、做精彩段
落阅读等方式，增强阅读效果。但是自主推荐的名著《基地》
《哈利波特》，没有带领学生阅读，所以考到的题目，学生
不会做。下学期，还要注重自主推荐名著的阅读。

三、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本次试卷学生的作文没有高分，所以导致语文没有高分。一
方面试卷作文批改存在一定偏差，另一方面作文没有亮点，
缺少新颖的题材。开头有超作文提示的，所以难以得高分。

针对本次考试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

1、夯实基础知识，注重语文积累，尤其是对常见字词和古诗
文的积累，重视常见语文知识的积累运用。

2、重视学生的书写，要让学生写规范字。坚持字帖练习，并
有总结反馈，对书写进步的孩子及时予以鼓励。

3、古诗文的教学要特别关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渗透文
言语法教学，加强朗读和语感训练，体味意境，品味韵味，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4、加强学生的名著阅读，让学生坚持做读书笔记。采用抽签
的方式让学生讲述《西游记》中的经典故事，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加深学生的记忆。定期举行名著知识竞赛，形成名
著阅读的氛围，促进对名著的深入阅读。

5、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教学方式的转变，让自主、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充分发挥小组合作的
优势，让组长督促组员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课堂上通过小组
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中
来。

6、重视写作训练，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每次写作
文之后，要及时进行评奖，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期末考试已经结束，成绩已经成为过去。在以后的语文教学
中，练好学生语文学习的基本功，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七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学工作总结

七年级学期语文教学总结

第二学期期末七年级语文课教学工作总结

第二学期期末英语教学总结

第二学期教学总结

七下语文期末总结部编版篇三

七、2两班的语文课，参加考试的人数总共86人，其中

七、1班44人，七、2班42人。七一班平均成绩101.2273分，
七、2班平均成绩97.8333分。及格率：

七、1班100分以上的27人，90—100分的8人；72—90分的4人；



72分以下的5人。

七、2班100分以上的25人；90—100分的6人；72—90分的6人；
72分以下的5人。满分150的试卷，我班的陆芸同学就得135分
的好成绩，名居本年级语文成绩第一名。

通过本次考试，发现大部分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不扎实。特
别是学困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综合运用能力特别差，失分
较多。另外考名著导读部分的题没让学生复习，多数学生不
会做。但优秀的人数较多，及格率较高。也有一部分学生通
过之前的努力，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阅读题得分率较高，
满分55分，平均得30分以上。作文满分55分，得分率也较高。
因此，与其它学科比之，仍是领先的成绩。

二、存在的问题 综合本次考试、评卷及学生的反馈，我们发
现尽管有许多值得令人欣喜的地方（在此，不再多述），但
同时也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对基本课文中的双基知识重视不够，掌握不熟。对现代文
阅读部分，因本次月考有些是课外的，提出的问题较多、难
度较大，答题抓不住知识点，离题意远。古诗文阅读选自课
内，从答题的效果来看，部分学生对教材掌握不扎实，不能
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课外阅读所提出的问题，学生做的
答案更是抓不住要点，只是肤浅的、简单的写几句不着边际
的话。

2、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差，要在多读、多听、多说、多写中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特别是语言概括能力、整体把握文章大
意的能力尤为欠缺。

3、本次作文考试，非常明确的告诉学生写作内容，但学生不
知道究竟怎样来紧扣题目的要求，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考虑作
文的行文思路，选词造句没有锤炼，写出来的文章没有表现



力。

4、缺乏应有的书写基本功。有的笔画生硬，杂乱无章；有的
随心所欲，敷衍潦草；有的乱涂乱改，卷面模糊。

5、阅读能力低下，理解能力差得可怜，深层次的意义根本找
不出来，更不用说概括能力了。

三、今后的措施

1、坚持运用“四环节循环教学法”进行教学，以学生为主体，
以老师为主导，让学生多自学、多质疑、多探讨、多交流。
加强每节课的计划性和目的性，积极创设和谐，平等，民主
的学习氛围，要求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表达，积极展
示。

2、继续夯实基础知识，抓好基本技能的训练。抓住文本,吃
透教材,扎实掌握文本的知识，多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要把
知识点落到实处。将“字词关”、“课文关”、“背诵关”、
“练习关”扎扎实实落实到位。作业设计要精，题型灵活，
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3、以教材为基础，并加大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训练，提高学生
对语言材料的感知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辨的习惯。培
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并严格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提高书写速度
和质量。

4.加强写作训练。学习语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写作。提高
写作能力要从点点滴滴做起。课外积累是写作的基础，要让
学生学会对文章的细读，精彩的篇章最好能背诵。如果腹内
空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除此之外，要求学生注意观察生
活、感悟生活，坚持不懈的记日记，有感而发的写随笔，提
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要求学生写好作文要反复修改，也可以
请教老师、同学的意见，做到精益求精。



5、加强对学生的书写要求、指导，坚持每天写一篇小字，不
间断。

6、鼓励学生多读好的课外书；多写日记（每天一篇）及读书
笔记；多积累词汇，以提高写作水平。

七下语文期末总结部编版篇四

新课程改革正是对今天教师教学观念的挑战。教师应由知识
的占有者转化为知识的组织者，由知识的传递者转化为学习
的促进者。用扎实多样的训练，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努力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使学生获得一定的终身学习
的本领。本学期，我们针对不同的知识版块，采取不同的训
练方法。如夯实基础：字词听写“循环放映”；扩大积累：
课外阅读每日一段，读书笔记天天都写；训练能力阅读理解，
从总体方法到解题技巧，系统指导，反复锤炼；作文训练：
循序渐进，小作文依课文内容随堂布置，大作文紧扣课标一
单元一写，既有章法，又有创新。

七下语文期末总结部编版篇五

要仔细研读《课程标准》，明确四年级教材是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积
累课内外知识。

(一)鲜活的课堂教学，更要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

1、预防“拼音回生”，生字教学不脱离拼音与识字相结合，
可以让学生在生字表上标出难读读错生字的拼音，反复见面、
反复记忆。遇到不认识的字，自己查字典解决。

2、注重教给学生记忆生字的方法，如：加减笔画、拼音认字、
比一比、分析结构法、形声法、基本字带字法、奇特联想法、
会意法、比较法、编字形歌等方法。听一听，记一记，抄一



抄，注意纠正错别字，强调书写工整规范。可以进行“生字
医院、真假孙悟空”等的找错别字游戏。

3、注重“词语盘点”内的词语的积累，可以通过一字开花、
背诵、抄写、竞猜等方法，灵活运用课内外的词语。

4、注重对句子的知识点的训练，如对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转换
训练和修改病句的训练。关键是让学生弄清楚陈述句如何转
化成疑问句的方法，还要搜罗一些特例归纳方法，强化训练，
形成能力。

5、灵活运用教材，努力使教科书既成为教师的“教本”，又
成为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学本”。读懂在课
文的文前、文中或文后，以吐泡泡的形式出现的问题;读懂在
精读课文的思考练习;读懂在每组课文后面安排的“词语盘
点”。

(二)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相结合，教给方法，形成能力

1、多读少讲，把较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读书，让学生主要通过
自主的、入境入情的朗读，读懂课文，有所感悟;并通过朗读
的实践，逐步提高朗读的水平。

2、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内阅读时，教给学生理解内容的方法：
通过理解重点词句进而理解内容;边读边展开想象，把课文描
述的内容在头脑中形成画面;理清文章的条理，再用自己的话
叙述课文的内容等，并能运用到课外阅读中。

3、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课文的对比阅读，领悟遣词造句的准
确;体会语句的具体形象;体会文章条理清楚的表达方法;体会
选材的别具一格。

4、利用背诵、抄写等的方法，引导学生主动积累具特色、富
有表现力的语句、段篇，培养兴趣，使之逐步形成习惯。



5、发挥备课组作用，经常在一起听课、交流、分享、归纳总
结学习方法，针对知识点出练习题。

(三)想办法让学生不再害怕写作文，我手写为心

1、在班上设立一定的作文梯度，对于一些学习困难生，应该
降低要求，逐步提高坡度，让他先要喜欢写，乐意写。对于
特优生可以学着评价自己和别人习作。

2、多开展丰富的活动，让学生有真实的体验和真切的感受，
能写自己想写的内容，能用自己喜欢的形式来写，能写真实
的文章。

3、课程标准在中年级的习作要求里专门提了这样一条：“愿
意将自己的习作读给人听，与他人分享习作的快乐。”因此
习作完毕要学生进行互评、交流、在评价别人和评价自己的
时候，获得习作的快乐，逐步提高习作的能力。

4、每学期的八次习作，应切实抓好，使学生练得确有成效。
但仅有这八次远远不够，必须以多种形式让学生经常练笔，
如：结合课文的阅读进行练笔、写日记、画日记画配上解说
词等。

5、鼓励多看课外书，积累好词佳句，并予以运用。

(四)抓好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1、认真培养倾听的习惯，注重听写的训练。

2、加强审题能力训练，在题中划出重点词语。

3、要进行个别辅导，使学困生也学得有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