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试卷分析
一.    试卷分析的意义

考试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对教和学质
量的检验。考试对教学有巨大的指挥作用。考试结果可以反馈出大量的
信息，可以反映出整个教学过程的得失，对于考试的结果有必要进行认
真地研究和分析，促进我们对教学过程的反思，进而找到下一步工作的
方向和改进的措施。
二.试卷分析目的：
1.试卷分析是对教学测试的反思
2.试卷分析是对教师教的反思
3.试卷分析是对学生学的反思
4.试卷分析是提高命题水平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三．试卷分析报告的撰写
教师撰写的一份完整的试卷分析报告应包括命题评价、成绩统计、成绩
经验、存在问题、改进措施等。

1 命题评价的写法建议
1．考试的知识范围有哪些，试卷中有些什么题型，与课程标准的要求
是否一致，哪类题型学生已见过，哪类题型学生初次见面，哪些题型是
考查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哪些题是能力题，有无超纲的情况，在能
力要求方面考查是否恰当。
2．题量大小是否合适，试题本身的难度、深度是否与课程标准、教学
要求相符，有无偏题、怪题等。
㈡成绩经验与存在问题的写法建议

1. 深入思考有关的问题，形成观点和见解。（先提炼出经验或问
题要点）

1 “三不”要注意：不就事论事，不列流水帐，不一道题一道题地
分析怎

么解题。
2 观点和见解的提炼方法：是来自于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可以从如

下角度切入：
①理念的学习转变与落实情况：如你学习了哪些理念（先学后教、核心
素养、语言文字的运用）哪些相应的策略在课堂教学中怎样落实，在期
末复习中怎样反复强化。
②对学生的情况，教学的规律做的研究，得出分析和判断：如执教两个
班级，对两个班级学生状况了如指掌，对两个班级学生的差异心中有



数，因此采用了哪些“因班而异”的教学方法。

③结合对工作过程的回顾，对工作经验的总结，对于工作得失的思考，

在试卷分析里也可以得出一些认识。如平日怎样钻研教材、挖掘训练

点；同伴之间的互助研讨；学困生辅导的典型经验；学生良好习惯的培

养；如何帮助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就象工厂检验一个产

品，是合格、是不合格。发现有点什么毛病，就要回想生产过程，可能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机械的问题，是原材料的问题，是工人操作的

问题，还是管理的问题。反复思考，目的是想解决问题。

2.要有科学的统计，定性与定量结合。光定性说一些看法、观点，没

有数量的分析不行。要有科学统计的数据，定性与定量结合。（要用具

体的数据、实例证明你提炼的经验或存在的问题）

3. 要有理论的指导。所谓理论不外乎考试理论和教学理论。做试卷分

析的时候，有理论指导，就可以站得高一点，也能更深入一点。（提炼

的经验，用相关理论追加论证；总结的问题用相关理论加以分析反思）

   
观点阐述（理论论证，实例说明）
数据证明
要点

㈢如何寻找存在的问题
1.通过学生的考试分数，找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⑴从平均分看，与平行班、与以前考试比较，如果低于正常值，或有较
大差距，就要反思自己的教学水平、班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⑵从一分两率可以客观看出班级学生的层次，不同学生掌握程度。如果
差生人数多，教学中不够重视补差工作。如果优分人数少，说明平时提
优不够。
⑶从最高分可以看出自己教学的全面性与命题要求，与兄弟班级还有多
大差距。一般来讲，在平行班级中，优秀学生的发展是比较均衡的。如
果本班的最高分与其它班级相差较大，（低于5分）那就要反思自己哪
些知识点、学生掌握不够，教学有疏漏之处。
⑷从分数段，可以看出本班学生的整体状况，在各个层次上的分布情
况，教师可以针对情况查漏补缺。
2.从卷面情况看，可以看出学生的具体问题。通过考试，诊断出学生学
习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是知识的问题，还是能力的问题？是教师的问
题，还是学生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是试卷问题？是教的问题，还是



学的问题？是共性问题，还是个性问题？
3.从卷面的整洁度来看，可以看出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4.不同的题型，诊断的功能不同，可以看出学生思考的误区。
5.教师分析问题也不必局限于一次考试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多联系学生
生活学习实际、在家在校表现情况，从中更多地看到学生的客观情况。

问题→数据、实例说明→分析原因
 

     综上总结，无论是典型经验还是存在问题，都要先高度提炼要点（一
个大要点之下可以用小要点充实）。提炼要点是要站高点、扩视角，
（反复阅读前面的㈡㈢内容）。接着，要用理论依据、事实实例、具
体数据来论证、分析、说明刚才提炼的要点。
㈣教学改进计划或改进措施的写法建议

只要问题查找清楚，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是不困难的。这一步如同
医生诊断情病因后对症下药，“治病”得了什么“病”，该用什么“药”，该
如何“治疗”，教师心中有数，是思想方面的问题就订出思想教育方面的
改进措施，是学习习惯方面的问题就订出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措施，若
后进生多就提出如何转化后进生的措施。更多是教师把握、钻研教材的
问题该如何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