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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流逝，从不停歇，我们的工作同时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中，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什么样的计划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

编收集整理的初一上册语文期末复习计划，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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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 

1、语言积累和运用。 

2、现代文阅读。 

3、文言文、古诗词阅读。 

4、 作文复习。 

5、专题训练及总测试。 

二重点 

1、注意辨别字形、正字音、释词义，理解语句在具体语境中的含

义。 

2、整体感知课文，理解文章内容和写作特色，领悟作者的思想感

情。 

3、学习文言文，生在朗读、背诵。掌握积累一些文言词语，理解

文章大意，学会翻译文言文。 

4、学会审题，并结合学习生活实际，选取典型的材料进行作文，

学会运用学过的词语及写作技巧。 

三难点： 

1、关键词语的揣摩。 

2、理解一些重要语句的深刻含义。 

3、理解诗歌的意境。 

4、 作文的选材立意。 

四、学情分析： 

七（2）班共有学生 47 人，根据半学期的教学情况来看，具体表

现为： 



1、书写能力差。有许多学生不能规范地书写汉字。许多汉字没有

掌握好，连一些常见的字都写错。 

2、汉语拼音知识掌握不好。许多同学不会四声，有的连“b”、

“d”都不会分。 

3、理解能力差。不会审题。辨别美丑善恶的能力差。所以，在答

题时答非所问或者根本就错误。 

4、阅读量小。许多人没有读过四大名著。 

5、许多同学学习目的不明确，吃苦能力差。不认真做作业。 

五、策略与措施： 

1、根据学情制定好复习计划并认真落实。 

2、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进行个别谈话指导。 

3、练习要扎实，讲练结合。 

4、进行模拟测试。 

5、通过练习、模拟教给学生答题、审题的方法以及训练他们的答

题速度。 

六、课时划分： 

1、积累与运用（4 课时）。A、名著导读。B、拼音汉字、改正错

别字。C、 

古诗、名句的默写。D、仿写句子、广告标语、综合性学习。 

2、现代文阅读（6 课时）。A、课内阅读（4 课时）。B、课外阅

读（2 课时） 

3、文言文阅读（4 课时）。 

4、 作文（2 课时）。 

七、复习教案 

第一、二课时 

复习内容 

1、名著导读。 

一掌握名著导读的知识点。 

1、教师引导学生明白本册三本名著的主要内容及相关知识点。 

2、老师设计几个关键性问题，让学生去找答案。 



3、问题的反馈。教师归纳答题的技巧。 

如： 

《爱的教育》：情感的熏陶和品德的启示 

1、作家、作品。 

A、《爱的教育》原名《心》，是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为 9—

13 岁的孩子创作的一部小说。 

B、采用日记体形式，讲述一个叫恩利科的小男孩成长的故事。故

事主题：真挚的爱。 

C、全书共 100 篇，分三部分：①主人公恩利科的日记。②恩利科

父母的教子篇。③老师的'九则故事。这三部分以青少年的情感教育和

品德教育为中心。 

2、问题设计。 

A、《爱的教育》一书中哪个故事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B、读了《爱的教育》，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试举例说明。 

C、《爱的教育》的故事中，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为什么？ 

《繁星》《春水》：母爱、童真、自然 

1、作家、作品。 

A、《繁星》《春水》是冰心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

下写成的。主要是“零碎的思想”。 

B、全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①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②对大自然

的崇拜。③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2、问题设计 

A、冰心的《繁星》《春水》中，哪一首诗给你印象最深？并谈谈

你有体会。（如《纸船》） 

《伊索寓言》：生活的智慧和想像的魅力 

1、作家、作品。 

《伊索寓言》是世界文学史上流传闻最广的寓言故事集之一。 

2、了解其中一些经典作品的寓意。 

3、阅读其中的一些寓言故事，认识故事提示的寓意。 

4、练习巩固。 



A、《伊索寓言》中你最喜欢哪几则故事？请说说理由。（最少两

则） 

B、你能从《伊索寓言》中说出一则警示人们做好事也要看对象，

以免上当受骗的故事吗？ 

第三、四课时 

1、复习本册学过的生字生词，掌握音、形、义。 

2、熟练运用学过的生字词。 

第五、六课时 

复习内容 

1、复习古诗、名句的默写。 

2、学会初步赏析一些古诗或《论语》中的名句。 

复习过程 

一、学生复习要求背诵古诗和名篇。 

1、学生诵读本册要求背诵的古诗。 

2、教师指导学生熟记一些名句，会默写。 

3、掌握重点，理解诗歌的主题思想，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 

二、默写练习。（主要针对后进生，以激励为主） 

第七课时 

复习内容 

1、仿写句子。 

2、复习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的辨别和运用。 

第八、九课时 

复习内内容 

1、本册书中的课内讲读课文。 

2、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思路，理解文章主要内容。 

3、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4、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 

5、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 

复习过程 

一、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思路，理解文章主要内容 



1、指导学生再次把握各讲读课文的文章脉络，理清思路。 

2、阅读训练（下发练习卷） 

二、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1、教师让明确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或更具

深刻的含义。 

2、指导学生如何去理解在语言环境中词语的深刻含义。 

A、上下文的联系。 

B、词语句子的言外之意。 

C、作品的写作背景。 

如何理解“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

（结合写作背景） 

三、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 

1、理解作者表达的主题思想，划出文章中的重点句子，并能结合

主题思想有较深的理解。 

2、理解文章的主题思想的方法有： 

A、看文章的题目。 

B、看文章的开头和结尾。 

C、看文章的抒情、议论部分。 

D、分析人物的性格。 

E、综合各段段意。 

F、分析文章的写作背景。 

这些方法要结合具体的文章去感悟，去理解，去运用，多做专题

训练，才能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 

四、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对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有自己的心得。 

第十、十一课时 

复习内容 

1、文言文实词、虚词积累。 

2、文言文翻译。 

3、文言文主要内容和写作特色。 

4、古诗文的朗读和背诵。 



5、重要的作家作品常识。 

第十二、十三课时 

复习内容 

1、本册各单元的综合性学习。 

2、本册中各单元的作文指导。 

3、一些常用文体的写作指导。 

第十四、十五课时 

综合测试，讲练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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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册语文期中考试范围为第一至三单元，另加一篇名著导

读和四首课外古诗词。本次复习计划，根据语文试卷的出题方式来看，

不是按照课本来一点一点复习，而是按照题型依次或混搭着复习下去。

具体复习方式如下： 

第一，选择题方面。第一题和第二题一般是字音题，所以按照进

度来看，可以每天检查三课或两课的生字，包括课后的读读写写，和

课下注释里的生字，另外还要要求学生记忆重点生字词的意思，课上

以听写或提问的方式检查，不单独留课上时间。第三第四题一般为病

句题和语序题或者是选择正确的词语填空，后两项较简单，首先说一

说病句题，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病句修改是一项难点，上周我已经

对学生进行了专项练习，效果不是很理想，复习周还应对学生进行专

练，注重总结和练习。在语序题方面，正确率很高，但是还是有会出

错的同学，这方面还是不能大意，在讲题过程中还是要适当点拨，引

导学生抓住要点。 

第二，选择题后一般为综合性试题，类型有新闻，仿写，活动等，

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既要有分析能力还要有组织语言表达的能

力，一般学生都能作答，但是都不是很规范，存在审题不清，语言不

通等情况，在做题和讲题的过程中还应多提醒学生注意审题和语言表

达，先理顺好思路再在卷子上书写。 

第三，诗歌和文言文阅读方面，考试范围内重点有两篇，《孙权

劝学》和《木兰诗》。主要复习其中的文言现象，包括通假字，一词



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以及全文背诵，和重点字词的识记，还有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主题思想的理解。除了课内，还包括课外文言文

阅读，从以往做的题中总结的重点词语。除重点字词外，还应指导学

生总结文言断句方法和句子翻译注意点。 

第四，阅读题，从平时练习来看，大多数学生基础较差，情节概

括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情感分析能力较差，还应多加练习和总结。 

第五，写作方面，从学生作文来看，大多数学生出现字迹不清晰，

语言表达不准确和病句错字较多的情况，还应多加练习，这三单元的

写作方向是写出人物精神，学习抒情和抓住细节，虽然课堂中已经讲

过，练过但是还应该再抽出时间讲解和练习。 

总的来说，语文成绩的提高绝对不是靠复习周一口吃个胖子，最

重要的就是平时的积累和总结，复习周只是理顺和回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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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一（1、2）班语文管理目标 

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了能有效地进行复习，取得

理想的成绩，特制订复习计划如下： 

1、12 月 14 号之前结课，然后进入复习阶段。 

2、检查基础，阅读训练交叉进行。基础复习要把一班和二班抓紧，

重视小测验，基础内容要人人满分，尤其是重点抓二班。通过这次月

考初一一班基础部分这次错误也较多，在紧抓二班的同时也不要放松

一班的基础部分的内容，同时提高两个班的成绩。 

3、目标：与月考相比，1、2 两个班平均分提高 1 分，1 班没有不

及格的，2 班不及格人数减少 2 人。 

二、具体复习内容： 

1、1—4 单元生字的复习。 

2、附录 10 首古诗的复习。 

3、15 课 4 首古诗的复习。 

4、文言文《论语》《虽有佳肴》《河中石兽》《世说新语两则》。

名著《繁星春水》 

5、阅读：记叙文。 



比如重要课文《春》《济南的冬天》同学们需要仔细研究课堂笔

记，争取不要在这里丢分，说白了，这里比拼的是记忆力了。 

课内文言文方面，《世说新语两则》《论语十则》是首选复习篇

目，从课下注释的字到句子的翻译，文章的理解，都是重中之重。不

可不仔细。有的学校直接划定篇目，这更方便复习了。 

有的学校有课外文言文阅读，这对于大部分使用人教版教材的学

校来说相对比较少，这里就不在赘述。 

6、写作部分 

这一部分对于刚进入初一的`学生来说，要求比较明确： 

第一：错别字，标点符号，病句。尽量不要有，否则会被扣分。 

第二：不要忘记把题目抄上，或者把半命题补全。 

第三：不要保持小学时候的三段论文体。 

第三：审题要看仔细，有的学校要求学生写进入初中以来的事，

你可千万别写小学时候的啊！ 

第四：建议准备一些素材，可以在自读课本中与第三单元同步的

文章里迁移一些为我所用，当然，这里不是让你直接抄写，我的意思

是如果碰上这类素材，岂不妙哉啊！另外，再准备一些传统的题目的

文章，比如《难忘的一件事》《童年》《秋之韵》《成长》《一个熟

悉的人》等，这些老掉牙的题目可是包罗万象，要注意素材的嫁接，

作文要用如下的格式： 

第一段：排比式的开头，增强语言气势。建议三行左右结束本段。 

第二段：写一个自然过渡的段，不能做到承上，做到启下。免得

文章显得突兀。 

第三段：写你要写的故事，或者你要大发特发议论的东西，这里

是最详实的部分，大量的描写，修辞都尽量这里呈现吧，当然，这里

你可以把第三段分两个到三个小段，具体情况具体操作吧。 

第四段：故事或者议论已经说完了，这个时候你要说说你想表达

的道理了，这个段落就是中心了，没有这个段落，我们就不知道文章

到底要说些什么内容了。 

第五段：也叫可有可无段，如果你第四段已经结尾了，那么这一



段可以不要，否则，第五段可以点题，升华一下主题，尽量用修辞结

尾，与开头照应，增加文采。 

三、班级管理 

1、初一一班的期中考试和月考成绩较好，要更细化班级管理，争

取保持并提高一班成绩。 

2、年级 100 名目前成绩还可以，要注意对这部分同学学习的指导。 

3、提高一班的数学成绩，多关注数学成绩较弱同学的学习状态，

多鼓励，增强他们学习的信心。 

4、多鼓励，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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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范围： 

（一）积累： 

1、词语积累 

2、课外名句积累 

3、理解性默写：教材要求背诵的课文（含现代文） 

4、《课程标准》指定背诵的古诗文 

（二）运用： 

重在考查实际运用语文知识的语文实践能力 

（三）综合性学习： 

设计活动方案或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探究、专题、名著《西游记》 

（四）阅读理解： 

（1）课内语段阅读理解 

（2）课外短文或片断阅读理解 

（3）课内文言文阅读 

（4）课外文言文阅读理解。 

（五）根据课本要求，写一篇开放性命题作文： 

初中生往往充满奇思妙想，试以“我好想 xxxxxxxxxx”为题，写

一篇文章。 

要求： 

（１）先把题目补充完整，如“有个知心朋友”、“有个好老



师”、“有自己的小天地”、“快快长大”、“再看一眼”或“美梦

成真”、“当一名作家”、“飞上月球”等； 

（２）以记叙为主，兼有议论、抒情； 

（３）600 字左右。 

二、复习安排 

1、单元与综合练习结合，适时训练，落实本单元的学习重点、难

点； 

2、分题型进行单项训练，主要是三大块： 

①积累运用，平时积累与印发资料，补充学生的积累，如名言警

句、名句阅读。探究、改错再做专项训练，针对学生薄弱环节进行指

导，减少失分。 

②阅读理解，课内现代文和文言文的阅读语段，注重各类题型的

答题技巧的训练、指导，提醒学生注意审题，落实一个“规范性”。

（重点练习册） 

③作文指导以记叙文体为主，针对学生写作中不会具体描写，只

会概括叙述的空洞弊病，加强训练，充分利用日记进行片段训练，分

写人、写事两类进行训练。 

总而言之，七年级语文期末复习力求做到精选精练，指导方法，

双基训练与能力提高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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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末考试复习目标 

通过期末考试复习，使学生对七年级上学期语文期末的基本知识

有一个明确的、系统的了解，强化学生对各册教材内容的了解，熟悉

课本知识，实现知识到能力的迁移，全面系统地提高学生的语文技能

和综合素养，争取在期末考试取得佳绩。 

具体目标： 

1、强化语言积累训练。语言积累，不仅指古诗文和现代诗文的积

累背诵，还包括词语的积累，名言警句的、俗语、谚语的积累。语言

积累，是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通过考试考查学生语言的积累，

是一种促进学生学习、改善语文教学的极好的方式。 



2、强化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有正确工整书写的能力;有

语音辨识的能力;有利用语境辨析多义词、字词意义的的能力;有辨析修

辞和修辞作用的能力;句子的仿写续写的能力;以及根据设置语境，简明、

连贯、得体表达自己要说的话的能力等等。 

3、强化阅读训练。现代文阅读注意题型和答题技巧、语言的组织

表达训练;文言文阅读注重字词的积累，作者思想情感的体悟。 

4、强化名著阅读的训练。平时教学中要重视名著导读的教学，复

习时要重点复习《课标》中列出的名著。 

5、强化写作指导。把握命题特点，注重作文材料的储备，了解考

场作文的技巧，力求写出有独特见解，有创意，文采斐然的作文。 

二、复习宗旨：夯实基础提升能力整体推进力求突破 

具体措施： 

1、全体参与，分层达标复习课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应充分调动全

体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复习时不能把目光只盯在少数“尖子生”身上，

而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基础不扎实、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应提出不同的要求，优等生可适当“放”，中等生宜“引”，

后进生需“扶”。尽量让班级中各个层次的学生能自领“军令状”，

清楚意识到自己复习中的弱势环节，一步步进行训练完善，争取在教

师的指导之下逐步得到改善与提高。 

2、理清头绪，突出重点针对新部编版教材试题基础性强的特点，

对于新课程标准和考纲中要求掌握的语文知识和基本篇目，在复习时

首先要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梳理，只有理清了头绪，学生才能思路

清晰，复习才会有更佳的效果。阅读理解特别是课外阅读理解文章与

作文是语文复习的“重头戏”，在复习中应加强指导。比如在进行阅

读理解训练时，应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教给学生一些思考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真正做到“授之以渔”，并结合有针对性的训练，举

一反三，从而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作文训练要做到每周至少一

篇，而且是利用课堂时间当堂完成，教师有目的有步骤地指导和训练。 

3、讲练结合，夯实基础复习时先讲后练侧重于练。讲，主要是这

几个方面：一是重点字词，二是综合性学习里的相关知识点，三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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