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歇后语字谜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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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歇后语字谜教学反思篇一

猜谜语是学生经常玩的游戏，我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在导入
环节让学生猜谜语，一开始就带领学生进入学习的`情境中。
在识字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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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导写字方面，我先让学生仔细观察，边说笔画名称边书
写，然后对关键笔画进行点拨，最后让学生描红、临写。整
个过程扎实到位，活泼有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歇后语字谜教学反思篇二

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五单元围绕着“遨游汉字王国”这
个主题，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性学习，初步了解汉字的特点和
发展历史，加深学生对汉字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情，提高正
确运用汉字的自觉性。

《有趣的谐音》是第一板块“有趣的汉字”的一个内容。谐
音就是利用汉字同音或近音的条件，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
本字，产生辞趣的修辞格。对于这个内容，学生的学习兴趣
深厚，如何利用谐音的教学让学生更深入感受我国汉字的精
妙、中华文化的精深？于是，在教学中我充分运用了单元平
行阅读，让学生在大量主题材料的阅读中，感受到谐音在不
同形式中的运用和含义，从而深化主题的理解感悟。



谐音的表现形式很多，而这个活动内容在教材中的阅读材料
体现为谐音歇后语和谐音笑话。在实际的教学中，我拓展了
教材的阅读材料，从网络流行语、歇后语和笑话、对联、古
诗、人物姓名等为切入点，整合有关谐音的阅读文本，学生
通过快速阅读，一下感受到谐音的多种表现形式，更激发了
学生对谐音的兴趣，学生也能主动去搜集更多的谐音现象。

在教学中，如果只是单一地去感悟谐音的外在形式，并不能
让学生真正地领会中华文化的魅力。于是，谐音在生活中不
同的运用，内在的含义，则是教学的重点内容。在给学生的
阅读推荐材料中，我也从不同的内涵进行了阅读文本的处理，
分为表达风趣、丰富内涵、独特感情、美好祝福四大板块。
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充分地感悟到谐音的内在魅力，也进一步
加深对汉字的认识和感情。同时，在古诗的朗读中，适当引
入书法的不同字体及形式，也让学生对汉字的书法魅力有了
初步的感知。

在单元主题平行阅读中，重在学在亲自参与获得的感悟和体
验而非接受教师传授的经验。教学中，我采用了“阅读材
料——体会交流——内涵提练”的单元平行阅读三步教学法，
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主体验，从而深入感受谐音。

从课间谈话的网络流行语起，到课堂引入的春节中民间“口
彩”，再到人物姓名，我都有意识地将谐音带入学生的生活
实际中，突破课堂和书本的局限，把生活引进课堂，促进学
生语文知识与能力的相互转换。教学最后，结合元旦和春节
即将临近的时机，通过赠送礼品的谐音祝福、语言的谐音祝
福，将谐音课外延伸，运用谐音去创作谐音祝福，激发学生
的语言实践。

歇后语字谜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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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网上教学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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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字谜》一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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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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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后语字谜教学反思篇四

猜谜语是学生经常玩的游戏，我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在导入
环节让学生猜谜语，一开始就带领学生进入学习的情境中。



在识字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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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导写字方面，我先让学生仔细观察，边说笔画名称边书
写，然后对关键笔画进行点拨，最后让学生描红、临写。整
个过程扎实到位，活泼有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歇后语字谜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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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