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猜字谜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精
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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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字谜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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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字谜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二

《猜字谜》这一课的第一课时仅学习第一个字谜。这一课在
听了师傅讲过之后，我对本课进行模仿授课，并针对自己班
孩子的`特点进行了小部分的改动。效果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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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师的话语更简洁，让孩子更能听清要求。（我自己原来
课上话太碎，病呀！）

3、多种方法读文，让学生感受语句的节奏感。独特的读文方
法让孩子们兴趣高涨！（带拼音读）

4、识字教学中，以毛笔的形式写在黑板上，并在字的关键处
用红色粉笔标出来，让孩子更清晰的看见字的关键点，所以
在写字的时候，孩子们错误率大大下降。（自创）



5、板书清晰，让学生能够有效的借助板书背诵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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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力强的学生书写合格后，做“优化设计”或者“七彩课
堂”相应的一课练习题。

2、在剩5个以内能力弱的孩子时，继续讲解新的内容，课后
再对其另行指导，或者家长配合！

猜字谜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三

1.逐句分析，边读边想，引导学生从文中捕捉信息，体现了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的教学模式。

2.先来复习“青”字族的字，降低了难度，进而突破难点。
实物的演示，形象地理解了词语。

问题提出后，应该多留点时间让学生思考。否则问题就是一
个程序和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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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展
示了《猜字谜》一课，在课上学生积极发言，踊跃举手，可
以通过这堂课引起对生字的学习兴趣，并且能够联系自己的
生活实际来回答问题。

这节课主要设计思路是：设计了四个关卡，难度逐步递增，
每一关由不同类型的字谜组成，通过自主猜测，传授猜谜方
法，让孩子借助不同的方法猜测汉字，从而实现轻松学字，



感受祖国文化的魅力。第一关，与“趣味语文”中的猜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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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学生已初步具备认读生字的能力，教学时我把主动权交
给学生，有利于调动学生识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
识字的能力。再者，我严格要求学生按照笔画顺序来书写，
同时还注意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鼓励他们
运用各种方法来识记生字。另外学生边说笔画名称边书空，
增加学生对生字的记忆力，然后我对关键笔画进行点拨，最
后让学生描红、临写。我在巡视过程中适当指点，并给学生
写得好的字画小红星，这对学生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我在
学生猜谜底时通过表演的形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还
能给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视觉刺激，使教学目标很好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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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字谜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四

《猜字谜》这一课的第一课时仅学习第一个字谜。这一课在
听了师傅讲过之后，我对本课进行模仿授课，并针对自己班
孩子的特点进行了小部分的改动。效果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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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师的话语更简洁，让孩子更能听清要求。（我自己原来



课上话太碎，病呀！）

3、多种方法读文，让学生感受语句的节奏感。独特的读文方
法让孩子们兴趣高涨！（带拼音读）

4、识字教学中，以毛笔的形式写在黑板上，并在字的关键处
用红色粉笔标出来，让孩子更清晰的看见字的关键点，所以
在写字的时候，孩子们错误率大大下降。（自创）

5、板书清晰，让学生能够有效的借助板书背诵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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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力强的学生书写合格后，做“优化设计”或者“七彩课
堂”相应的一课练习题。

2、在剩5个以内能力弱的孩子时，继续讲解新的内容，课后
再对其另行指导，或者家长配合！

猜字谜板书设计和教学反思篇五

一年级的小学生，注意力一次性集中的时间不会太长，最
多15分钟，其余的时间，要么走神，要么扣东西，就好像手
无处着落一样。

在今天学习《猜字谜》，最早出示谜语，学生的兴趣很高，
一次性就猜出来了。他们猜对了以后，很兴奋，还跃跃欲试。
当画面一转到认识生字时，兴趣就没了，泄气了，手开始无
意识的摸书本；眼睛开始乱瞄；我读他们听，带着他们读，
感觉他们都是有气无力的，有的连嘴都不张；当画面再转至
课文时，我问谁来猜？只有一个夏卓涵一个人举手，他回答
正确。我又问了一句，“你是怎么猜出来的？”他把这个字



谜一句一句的分析给我和其他学生听，我的当时都惊呆了，
真真的出乎我的意料。说的其他学生更是一脸懵。当即我就
表扬他，然后我又引导其他学生，一句一句，一点一点的'分
析，一步一步地把“秋”猜出来。

第二首字谜有点难，学习前两句，学生都没反应，因为不知
道没往哪里使；到第三句的时候，我提示他们：太阳、没有
云彩、天气很好，想象偏旁等，他们猜到了“晴”，第四局
立马就猜出“清”回答得又快又好。再回到第二句和第一句，
猜到“情”“请”。最后的谜底是“青”。我让他们自己在
把课文读一读，带着他们利用课件又演示了一遍，字谜怎样
猜，怎么找重点，他们看得很认真，又到了学习要写的生字，
他们又感觉无聊了，我让书空，有的学生连手都不愿意伸，
懒洋洋的，像猫一样。刚好下课了，我就把生字留在下节再
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