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灯谜的心得体会(优秀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灯谜的心得体会篇一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这一天，全国各族人民闹花灯、燃焰火、
放鞭炮、舞狮子、划旱船、踩高跷……欢度元宵佳节，而且
家家户户吃“元宵”。

关于元宵节，早在20__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
东汉明帝时期，到了汉文帝时，已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正月十五吃元宵，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宋代，民间就流行
一种元宵节时吃一种新奇食品“浮元子”，后称“元宵”。

元宵又名“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
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
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据说陕
西的汤圆不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食，
或油炸，寓意“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说起“元宵”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说的是汉武帝时朝中有个奇人叫东方朔，诙谐幽默，足智多
谋，而又心地善良，人称智圣。有一年冬天，长安城接连下
了几场大雪，东方朔奉命到御花园给皇帝折梅花。他刚走进
园门，突然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欲投井自尽。东方朔立
即向前将她扶起，因为其故。宫女说：“我叫元宵，家有双
亲及一个妹妹。自从进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家人。每到过



年，我更加思念亲人。觉得自己不能在父母跟前尽孝，真是
生不如死，便想一死了之。”

东方朔听后，深表同情，并告诉她说：“我一定设法让你和
家人团聚。”

元宵听后，遂放弃轻生的念头，回到宫中，等待与父母妹妹
团圆。

有一天，东方朔独自出宫，他来到长安街上，在闹区摆了一
个占卜摊。这时有不少人前来求他占卜卦吉凶祸福。不料，
每个人占卜的签语都是一样：“正月十六火焚身”。

消息传开，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大家陆续前来向东方
朔求问解救办法。东方朔慢条斯理地告诉大家：“正月十三
傍晚，火神爷派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奉旨火烧长安城，我
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皇帝想法解救。”

说完，东方朔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捡起红帖，
赶紧送到皇宫，太监立即禀报给皇上。

汉武帝接过红贴，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
十五天火，焰红宵夜”。武帝看后大惊，急忙请东方朔解读
红贴。东方朔沉思良久，然后对皇上说：“听说火神君最爱
吃汤圆，宫中的宫女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
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
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正月十五晚上挂灯，满
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
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
解难”。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即传旨按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



凡。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
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
元宵听到喊声，循声寻找父母，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人们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
便下令今后每年的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做汤圆供火神君，同
时正月十五全城挂花灯，放烟火。宫女“元宵”做的汤圆，
于是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正月十五这天就叫做元宵节。

灯谜的心得体会篇二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佳节，吃汤圆、赏花灯、猜灯谜等
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文化。2月14日下午，普贤小学开展了一
场别具一格的“赏花灯“猜灯谜”活动。

放眼望去，教学楼一楼走廊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五彩缤
纷的花灯高高挂，妙趣横生的灯谜让全体师生不由得驻足流
连，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活动现场喜庆的音乐为节日添
上了喜庆的氛围，同学们争先恐后，踊跃竞猜，表现出了极
大的热情。谜语内容更是丰富多样，从猜字谜到猜俗语，从
猜地名到猜日常用语，涉及知识面广、趣味性很强。同学们
积极参与其中，仔细阅读谜语，或驻足凝思，或小声探讨。
猜中者喜得奖品，兴趣倍增;猜错者不气不馁，再接再厉。飘
动的花灯、涌动的人群，使活动现场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元宵
气息。

“赏花灯 猜灯谜”活动既让学生增进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又开拓思维，让学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和成功的快乐，深
受学生的喜爱。

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已有多年的历史。猜谜语更有启
迪智慧，大家均可参与的活动。2月14日星期五，是今年元宵
节。为了营造节日的喜庆氛围，让我们的学生记住这个有趣、
有意义的传统佳节，普贤小学在学校走廊为学生进行了一次



简单而又趣意盎然的元宵佳节猜灯谜活动。

经过前期策划，我们老师精心选取了300多条适合学生猜的趣
味谜语。在活动开始前，庄老师首先对活动的意义和注意的
安全问题对同学们进行了指导。接下来，就是孩子们尽情展
示自己智慧和快乐的时间了。活动中，他们有的对着谜语小
条认真打量，一旦发现会的就立刻揭下，填好答案，兴冲冲
地去排队兑奖;有点两个同学一组，一起商量，领奖，最后共
同分享;还有的学生，一把摘下几张小条，在兑奖的队伍中边
排队边思考，生怕等下没有自己猜的谜语了……在智慧的比
拼中，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满载”而归。

在近一个小时的活动中，整个校园充满着欢声笑语，孩子们
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大家纷纷表示，这个活动真好。
不但得到了知识，更收获了快乐。希望明年我们还有这样的
猜谜语活动。

灯谜的心得体会篇三

4、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些谜语相对比较难，学生很
难猜出，所以400条谜语学校只准备了三百多份小礼品，但活
动中，学生的积极性很高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400条
谜语已所剩不多，所以到活动接近尾声时，礼品出现了不够
用的情况。

元宵节前一日，我回到了闽西漳平和家人团聚。正月十五，
漳平每年都会有灯谜展猜活动。于是乎，喜欢猜谜的我就上
街来看看了。上午九点半，万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政府大门
前广场举行灯谜展猜活动，悬挂的150多条灯谜吸引了不少猜
众前来。然则，漳平一些民众多年积累的陋习至今未见有所
改变，总有一部分人一看到别人领到奖品，就不听工作人员
劝阻，胡乱把谜笺撕下，且有些人是锲而不舍地胡乱猜一气。
更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时竟然有一位年轻人因为猜不出



来，就把所有悬挂的谜条全部撕走，还发恨说他没拿不到奖
品，别人也别想得到。这人的素质也真的是太差了。

十点多，原先在漳平的同事回家时路过老街区三角坪，看到
平安大药房门前也悬挂出了不少谜。上前一看，全都是与医
药有关的，且须猜出十条才能领到奖品，同事立马打电话请
我过去。由于是专业性强，猜者不多，对中药名等较熟悉的
我就上前试试了。粗略看过一遍，猜出了三十多条，领到三
罐花旗参茶，就给了同事，大家皆大欢喜。药店老板闻声出
来，交谈之中，方知老板平日就喜爱灯谜，这些悬挂出来的
谜都是老板自己学着创作的'，且自备奖品让群众猜射，一是
活跃节日气氛，二则扩大药店的知名度。老板甚是客气，请
我评点谜作质量如何。出于共同的爱好，我也就毫不客气和
老板对这些谜语逐条进行讨论，并约定今后多加联系。虽初
次结识，但感觉老板与上午的那位年轻人相比，简直是天差
地别。有感于此，中午回家后，立即找出部分重复多余的谜
刊，赠送给药店老板作为资料。

晚上七点，由宣传部、市计生局主办，二十个市直单位具体
承办的大型灯谜晚会在桂中路两侧举行。桂中路上，2000多
条谜笺飘荡，路两侧人山人海，大家争先上前，只是苦了各
单位对答案的人员。看到这么热烈的场面，作为旁观者的我
虽感到欣慰，但也感到一些遗憾。猜谜本来是图大家的节日
欢乐，市有关部门已坚持举办这项活动多年，但总有些人不
会猜谜，撕谜条却比谁都积极，造成了现场秩序混乱，这也
是本地灯谜活动不好开展的原因之一。从前几年开始，我就
推辞出谜了，自己的脑细胞多消耗一些无所谓了，但却对灯
谜活动的开展起不到什么促进作用。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佳节，吃汤圆、赏花灯、猜灯谜等
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文化。2月14日下午，普贤小学开展了一
场别具一格的“赏花灯“猜灯谜”活动。

放眼望去，教学楼一楼走廊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五彩缤



纷的花灯高高挂，妙趣横生的灯谜让全体师生不由得驻足流
连，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活动现场喜庆的音乐为节日添
上了喜庆的氛围，同学们争先恐后，踊跃竞猜，表现出了极
大的热情。谜语内容更是丰富多样，从猜字谜到猜俗语，从
猜地名到猜日常用语，涉及知识面广、趣味性很强。同学们
积极参与其中，仔细阅读谜语，或驻足凝思，或小声探讨。
猜中者喜得奖品，兴趣倍增;猜错者不气不馁，再接再厉。飘
动的花灯、涌动的人群，使活动现场到处弥漫着浓浓的元宵
气息。

“赏花灯 猜灯谜”活动既让学生增进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又开拓思维，让学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和成功的快乐，深
受学生的喜爱。

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已有xx多年的历史。猜谜语更有
启迪智慧，大家均可参与的活动。2月14日星期五，是今年元
宵节。为了营造节日的喜庆氛围，让我们的学生记住这个有
趣、有意义的传统佳节，普贤小学在学校走廊为学生进行了
一次简单而又趣意盎然的元宵佳节猜灯谜活动。

经过前期策划，我们老师精心选取了300多条适合学生猜的趣
味谜语。在活动开始前，庄老师首先对活动的意义和注意的
安全问题对同学们进行了指导。接下来，就是孩子们尽情展
示自己智慧和快乐的时间了。活动中，他们有的对着谜语小
条认真打量，一旦发现会的就立刻揭下，填好答案，兴冲冲
地去排队兑奖;有点两个同学一组，一起商量，领奖，最后共
同分享;还有的学生，一把摘下几张小条，在兑奖的队伍中边
排队边思考，生怕等下没有自己猜的谜语了……在智慧的比
拼中，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满载”而归。

在近一个小时的活动中，整个校园充满着欢声笑语，孩子们
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大家纷纷表示，这个活动真好。
不但得到了知识，更收获了快乐。希望明年我们还有这样的
猜谜语活动。



灯谜的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项特别有趣的活动，那就是猜灯谜。猜
灯谜已经流传了千百年，在这场传统的活动中，短短的几句
话就能够把人的智商和识字率考验到极限。猜灯谜需要我们
细心、耐心和灵活的思维，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收
获。

第二段：猜灯谜的好处

猜灯谜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养我们
的思维能力。在猜灯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小见大，从字
面意思出发，往往会有多种解释，需要动动脑筋才能找出正
确答案。此外，猜灯谜还能够扩展我们的知识面，不仅能够
学到一些成语典故和历史知识，还能够学习到一些文化常识。
总之，猜灯谜不仅能增强我们的智力，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
种好心情。

第三段：我对猜灯谜的感受

我从小就很喜欢猜灯谜，对于一些灯谜，我可以说是马上就
知道答案了，但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难的灯谜，我就需要慢
慢琢磨，动动脑筋才能想出答案。猜灯谜不仅能够让我在潜
移默化中增长知识，还能够拓展我的思维，让我遇到问题时
能够快速想到多种解决方案。

第四段：如何猜灯谜

猜灯谜需要我们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在开始猜灯谜之前，我
们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储备来猜测答案，同时还需要不
断地进行思考，直到得出正确答案。此外，还需要注意字形、
词形的变化，找到其中的奥妙。总之，猜灯谜需要我们细心、
耐心、全面和逻辑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
进行猜灯谜活动。



第五段：总结

猜灯谜是一种很有趣的活动，它能够在娱乐的同时提升我们
的智力和综合素质，让我们在解谜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更多的猜灯谜活动，获取更多的快乐和成
就感。

灯谜的心得体会篇五

灯谜猜谜是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之一，源于古代农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的民间活动。灯谜猜谜游戏，是一种有趣的文化交流
方式，通过解谜增加知识，增长智力，同时也加深人与人之
间的感情，提升生活的乐趣。在诸多传统文化活动中，灯谜
猜谜游戏更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二段：个人参与灯谜猜谜的体会

邂逅灯谜猜谜游戏已有多年，越来越喜爱这项文化活动。在
解谜之前，我常常还会去了解一些古代典故，穿插在日常生
活中也为人带来乐趣，增添知识。猜谜还能锻炼人的思维和
逻辑能力，训练眼力和记忆力，让人更加灵活和敏捷。猜灯
谜不仅是活动，更是学习和生活的结合，可以从中汲取知识，
推广传统文化。

第三段：灯谜猜谜游戏的独特魅力

灯谜猜谜游戏在很多方面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首先，它
要求猜谜者具备明察秋毫的能力，需要从一些细节或者微不
足道的信息中，获取足够的线索，从而推断出答案。其次，
灯谜猜谜游戏形式丰富，既有韵律优美的诗歌，也有深邃玄
妙的典故，还有一些明快生动的俚语与成语。

第四段：灯谜猜谜游戏对文化传承的促进



灯谜猜谜游戏作为一项非常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促
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
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也更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和特点。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文化底蕴的尊重与爱护，
激发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传承与发展。

第五段：总结猜灯谜的心得

总的来说，猜灯谜虽然质朴，但其意义却是深远的，既能够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又能够提高我们的学识和认知素养。
猜灯谜的过程虽然需要人们付出一些心思和努力，但其实乃
是一段愉悦的旅程。在参与灯谜猜谜游戏的过程中，我们不
仅激发自己的思维与想象力，也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和认知
范围，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们能够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使其载入史册，打破时
间的界限，永存于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