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猜字谜板书教学反思(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猜字谜板书教学反思篇一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注意力一次性集中的时间在10-20分钟以
内。超过这个时间，孩子会感觉到累，容易走神。如何激发
学生上课的兴趣，这考验着老师的智慧。学习生字本身很枯
燥，如果以学生喜欢的方式去教，往往事半功倍。《猜字谜》
一课，在课上学生积极发言，踊跃举手，能够联系自己的生
活实际来回答问题。

优点：

1.生字教学的时候，边写边关注每一位学生，让学生跟着老
师走；

3.解释“相遇”这个词语时让两个学生演示体会怎样相遇；

4.最后作业拓展中的编写谜语，可以让老师在课上先带着练
习编一编，有梯度的练习；

5.课中操让学生动起来，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

“猜字谜”这节课给我的启发很大。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办
法很多：一堂课的中间做一次课中操，缓解学生的疲劳；适
当利用多媒体画面吸引学生的注意；运用肢体语言把“走
神”的学生“拉回来”。

不足之处：



在指导书写汉字时，更多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达到一个标准，
但孩子的个体差异较大，所以，在等待能力弱的学生时，让
更多的学生产生了消极等待！浪费了良好的学习时间。

《猜字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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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字谜板书教学反思篇二

《猜字谜》是部编版一年级下册第四课，本课依托两则有趣
的小字谜。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猜字谜过程中识字、写字。
体会猜字谜的乐趣，并初步学习猜字谜的方法，感受汉字的
神奇。

第一则字谜，采用拆字组合的谜面，将秋字拆分成禾和火两
部分，并根据这两部分的特点，编排成一首小儿歌，让学生
在把握句子意思的基础上猜出谜底。第二则字谜则是根据形
声字的构字原理，将形声字形旁表义的特点，编成四句儿歌，
引导学生思考力谜底，因为学生在学习《小青蛙》中刚刚学
习了一组“青”字表音的形声字，所以猜出这个谜底
是“青”字对学生来说并不难。



在教学本课时，创设生动有趣的识字情境，激发学生的识字
兴趣。通过自主识字，交流识字方法，游戏巩固等，进一步
夯实学生的所学。引导学生反复朗读字谜，理解句子的意思，
把握字谜的特点，从而猜出谜底。我通过启发式的语言，拓
展猜字谜和讲述与字谜有关小故事，让学生感受到汉字的奥
妙无穷，激发他们学习汉字的兴趣。引导学生表达出自己猜
出谜语的思考过程，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和讲解，帮助学生初
步领会猜字谜的方法。

在教学本课时，我紧紧扣住字谜这一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
依托两则字谜，处处凸显猜字谜的乐趣，帮助学生初步学习
猜字谜的方法，训练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

从课堂教学效果来看，学生不仅在儿歌的识字情景中认识了
很多汉字，而且通过自主学习，同伴合作学习，老师的必要
讲解，直到猜出谜底，更重要的是在猜字谜的过程中，思维
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了一定的训练。正所谓在“学会”
中“会学”，“会学”永远比“学会”更重要。

我在总结猜字谜方法之后，又进行了拓展练习，不仅及时巩
固了所学，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挑战欲望，
让学生初步体会到字谜的`这一汉语特有的文化现象的趣味所
在。

猜字谜板书教学反思篇三

记得在假期备课的时候，看到题目《猜字谜》，我觉得这是
一篇非常有意思课文，上课的时候一定能唤起学生猜谜的兴
趣。当然我也很好奇，很有兴趣，也非常自信，觉得一年级
的字都非常简单，这种字谜肯定难不住自己，于是停住了手
中的笔，准备自己去猜猜，可当我将两篇字谜在心中默读了
一遍之后，我懵了，呀，这两篇字谜怎么读过去一点感觉都
没有，于是我又读了一遍，这一遍读过去终于有点成效了，
我猜出了字谜一的谜底，可是字谜二我读了三四遍，仍然没



有想出答案，而且一点头绪都没有，我顿时开始怀疑自己的
智商了。但是当我查阅了备课资料后，觉得这个字谜确实很
难，学生也只有在很好地掌握了前一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猜出来。

在上课之前，我提前准备了几个字谜，这些字谜的谜底都是
学生在一年级上册已经学过的字，学生很容易猜到，这样设
计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了解什么是字谜，让孩子懂得字谜猜
出来的答案是一个字，另一方面是为了唤起学生的.猜谜兴趣，
更好的导入新课。

第一篇字谜非常有节奏感，“左边绿，右边红，左右相遇起
凉风，左边喜欢及时雨，右边最怕水来攻”，学生读起来朗
朗上口，而且大多数学生能通过最后一句猜出右半部分
是“火”，但左半部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
们通过“左边喜欢及时雨”这一句猜出来是“草”，我觉得
能猜出“草”，已经很棒了，所以我没有直接否定答案，而
是鼓励他们“猜的和答案很相近了，但是“草”和“火”组
合到一块好像不是字，大家再想想”，最后通过我的引导让
大家想想“哪个季节开始变冷了，开始吹凉风了”，基本所
有人都能猜出是“秋”。

通过猜谜这个环节教学，我觉得课堂中最重要是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教师适时的鼓励和引导，这样一来不仅使孩子在
课堂上保持思维的活跃性，而且还增加了学习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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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字谜板书教学反思篇四

识字，是小学低段的主要学习目标，孩子们通过生字的学习，
逐渐学会读文看报，这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即是根本。到了中
年级虽然识字已不再是重点，但却具备了一定的理解能力。
能借助一二年级习得的识字方法，延伸至拆字、猜字方法上
来，帮助孩子们认识更多的汉字。

这节课主要设计思路是：设计了四关，难度逐步递增，每一
关由不同类型的字谜组成，通过自主猜射，传授猜谜方法，
让孩子借助不同的'方法猜射汉字，从而实现轻松学字，感受
祖国文化的魅力。第一关，与之前“趣味语文”中的猜射方
法类似，孩子们轻松猜出了谜底，但到了第二关却被难倒了，
主要原因是孩子们不能很好的从句子中发现共同点，思路比
较狭窄，引导后逐渐找到了感觉，并习得“合成法”这一方
法。之后的两关也有一定的难度，通过小组合作等方式最终
猜出了谜底。整堂课孩子们的思路比较活跃，尤其是平日里
不太爱举手的孩子，能从这类课堂中展示自我，让人另眼相
看。

汉字文化，是中国的瑰宝，更是世界的瑰宝！只要孩子们展
开想象的翅膀，用智慧、创意去打开通往汉字王国的大门，
相信他们一定能收获更多的知识！

猜字谜板书教学反思篇五

《猜字谜》一课有两则谜语，内容生动、有趣，语言优美，
读起来朗朗上口。本设计力争让学生在“读读，想想，猜猜，



写写”的活动中主动识字，在朗读中总结猜谜窍门，在朗读
中巩固生字新词，启发学生在生活、学习中，遇到困难要开
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引起学生用字谜法识字的兴趣，
激发创编字谜的欲望，培养学习汉字的浓厚兴趣。

第一，导入新课时采用谈话的形式，不仅了解了字谜的特点，
初步感知了猜字谜的方法，也激发学生对字谜的探究欲望，
为本课的学习奠定了探究的基调。

第二，能够引导学生采用多种方法识记生字，从读词、读短
语识字，到小组内互助识字，再到游戏闯关巩固识字等，认
字有层次、有梯度，通过这样的反复训练，学生对字词的识
记得到了巩固。识字教学是低年级的重点。要通过各种形式，
将识字学词落到实处。用“闯关”加以检测，有效地调动了
学生识字的动力和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