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谜语的教学设计 猜谜语教学设
计(汇总8篇)

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个人都在书中写下自己的故事，而
总结就是每章末尾的纲要。通过对过去经历的审视，要深入
剖析其中的成败原因，以求更好地总结出经验教训。在下面
的范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人生轨迹和总结方式，它
们或让我们深思，或让我们感动。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一

1. 喜欢参与猜谜活动,并愿意与教师对答.

2. 尝试仿编儿歌.

水果卡片、水果实物、摸袋、隐藏好的卡片每人一个,音乐,
展示板,水果贴画

1、音乐游戏:采果子

幼儿听音乐玩开汽车的游戏,寻找水果卡片。

2. 请幼儿说一说找到了什么水果卡片,分类摆放.

1. 教师: 咱们玩一个猜谜游戏,请小朋友猜猜我说的是哪个
水果?

1) “什么弯弯像小船?”

2) “什么个大圆又圆?”

3) “什么脸庞红彤彤?”



4) “什么粒粒酸又甜?”

引导幼儿分别在卡片中找到答案.

2. 完整的对答说儿歌

(1) 教师说,幼儿答;

(2) 幼儿问,教师答;

(3) 幼儿间相互问答.

1. 分别出示杨桃实物,柿子实物,引导幼儿说出其特点,教师
帮助整理语句。

2. 出示摸袋,引导个别幼儿摸水果，创编儿歌。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二

1、喜欢参与猜谜活动，并愿意与教师对答。

2、尝试仿编儿歌。

水果卡片、水果实物、摸袋、隐藏好的卡片每人一个，音乐，
展示板，水果贴画。

﹙一﹚音乐游戏

1、音乐游戏：采果子

幼儿听音乐玩开汽车的游戏，寻找水果卡片。

2、请幼儿说一说找到了什么水果卡片，分类摆放。

﹙二﹚猜谜游戏



1、教师：咱们玩一个猜谜游戏，请小朋友猜猜我说的是哪个
水果？

1）“什么弯弯像小船？”

2）“什么个大圆又圆？”

3）“什么脸庞红彤彤？”

4）“什么粒粒酸又甜？”

引导幼儿分别在卡片中找到答案。

2、完整的对答说儿歌

（1）教师说，幼儿答；

（2）幼儿问，教师答；

（3）幼儿间相互问答。

﹙三﹚尝试创编猜谜儿歌

1、分别出示杨桃实物，柿子实物，引导幼儿说出其特点，教
师帮助整理语句。

2、出示摸袋，引导个别幼儿摸水果，创编儿歌。

﹙四﹚将儿歌整理并完整朗诵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三

1、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并能按笔顺规则正确、工整地
书写，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正确朗读谜语，猜出谜底，并说说猜的理由，让学生对谜
语产生浓厚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词语卡片及课文的朗读录音。

学生：人人收集几条谜语。

教学重点：

正确朗读谜语和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教学难点：抓
住事物的特点，学习猜谜的方法。

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学习新课

孩子们喜欢猜谜语吗？这节课我们就来猜猜谜语。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听：听录音范读课文，特别注意听不认识的生字的读音。

2、读：学生自读课文，先圈出不认识的字，再想办法认识这
些字。

3、考：同桌互相用生字卡片考考对方，用生字口头组词、造
句、扩词，扩得越多越好。

三、细读课文猜出谜底

1、读：自由读课文，分别说说两条谜语谜面的意思。

2、猜：根据谜面的意思，猜出谜底。



3、说：说说猜的理由。

4、想：再次朗读课文，想想是怎样猜出来的。

5、总结：师生共同总结出猜谜语的要领

四、字形分析和写字指导

1、先让学生自己书写，分析字形，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法记
忆字形。

2、互相交流写好字的关键点，教师重点指导写“气”字。

五、扩展活动

1、举办猜谜语班会，或自编谜语比赛，评选出最会说小朋友，
最会猜小朋友，好谜语。

2、回家和爸爸妈妈商量，开一个家庭猜谜会。

附：板书

猜谜

语

读：谜面特征

想：联想事物

说：推出谜底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四

一、在内容上体现



导入时我先出示灯谜的图片，让学生看和猜其中一则灯谜，
从而让他们了解谜语的组成：谜面（包括提示语）和谜底。
在说时，要求学生先说清楚谜面和谜底，然后引导他们说出
猜谜过程，如在学生猜出动物大臣后马上顺承问：“为什么
呢？”“可以告诉我原因吗？”通过两次师生猜谜，全班孩
子都知道了表述内容上的要求，在接下来的猜谜活动中，我
们看到，学生都能说出这几部分内容，有些猜谜过程讨论得
特别好。

对于谜语的设置，打开城堡大门时是简单的.动物谜语小白兔、
猴子，登上三楼之后是日常事物影子、雨伞，还准备了字
谜“告”，最后是不打出字幕全凭耳朵听的谜语狮子。在这
个方面教师可以做得更好些，如谜语本身由浅入深，或者类
型再多样些会更好。

二、在表达能力上体现

口语交际最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我
从“大声说、安静听、认真想”到“说完整”再到“你问我
答来交流”层层推进，从学生表达中引出说话要求，在学生
评价时引导他们关注几个要求的达成。

在猜谜语之前，我让学生讨论说和听要注意什么，学生自己
说出要“大声说”、“认真听”，我马上板书“大声说安静
听认真想”，在学生站起来猜谜语时，请其他孩子马上进行
评价，对达到要求的同学马上表扬，这样他们就很清楚说和
听的基本要求了。

接着，在猜猴子谜语时，我通过猴子之口引出说话“说完
整”的要求：“猴子说这个同学不单说得很大声，还有一点
做得特别好。她说‘我觉得谜底是——’是不是说得很完
整？”后来学生展示时，出谜语的同学能够比较完整地
说：“我给你一个谜语猜，我的谜面是——”。



然后，在猜花生谜语时，我引导学生发现两位同学对话就是
平时我们说话的样子，他们是有交流的，提炼出“你问我答
来交流”的要求，对这两个同学特别奖励了小精灵。之后在
猜山羊谜语时，评价的学生也会关注到交流：“很好，因为
他们有问有答有交流。”

三、在口语交际情境上体现

做教学设计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好猜谜语这个本身很
有趣的活动，设置适合一年级学生的情境，所以我用“进入
谜语城堡”来统合整节课，通过猜出两位动物大臣的名字来
打开城堡大门，然后不断接受挑战，登上城堡各楼层：一楼
是同桌互猜然后展示；二楼是四人小组互猜，然后一人出谜
语给全班猜；三楼自己读屏幕上的谜语然后站起来说出谜面
谜底和猜谜过程，同时接受同学的提问。最后听老师说谜面
猜出城堡国王的名字进入宫殿从而结束本节课。各个情境有
梯度性地呈现出来，学生兴趣盎然，一步一步前进在不断挑
战自己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五

1、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字；并能按笔顺规则正确、工整地
书写，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2、正确朗读谜语，猜出谜底，并说说猜的理由，让学生对谜
语产生浓厚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词语卡片及课文的朗读录音。

学生：人人收集几条谜语。

教学重点：正确朗读谜语和认识8个生字，会写4个生字。



教学难点：抓住事物的特点，学习猜谜的方法。

教学设计

一、激趣导入，学习新课

孩子们喜欢猜谜语吗？这节课我们就来猜猜谜语。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听：听录音范读课文，特别注意听不认识的生字的读音。

2、读：学生自读课文，先圈出不认识的字，再想办法认识这
些字。

3、考：同桌互相用生字卡片考考对方，用生字口头组词、造
句、扩词，扩得越多越好。

三、细读课文猜出谜底

1、读：自由读课文，分别说说两条谜语谜面的意思。

2、猜：根据谜面的意思，猜出谜底。

3、说：说说猜的理由。

4、想：再次朗读课文，想想是怎样猜出来的。

5、总结：师生共同总结出猜谜语的要领

四、字形分析和写字指导

1、先让学生自己书写，分析字形，用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法记
忆字形。



2、互相交流写好字的关键点，教师重点指导写“气”字。

五、扩展活动

1、举办猜谜语班会，或自编谜语比赛，评选出最会说小朋友，
最会猜小朋友，好谜语。

2、回家和爸爸妈妈商量，开一个家庭猜谜会。

附：板书

猜谜语

读：谜面特征

想：联想事物

说：推出谜底

[《猜谜语》教学设计(西师版一年级上册)]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六

1．在这次猜谜活动中，活动气氛热烈，幼儿猜谜的兴趣浓厚，
情绪高涨。

2、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能根据谜面的特征，通过联想，推测，
判断，很快找出谜底，师幼配合默契，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通过这次猜谜语的教学活动，使我对猜谜语这一语言教学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将幼
儿原有的经验进行提升，让幼儿愉快地学，大胆地表达，达
到语言交流的最佳效果。同时在技巧方面还需不断学习和提
高。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七

以前我总觉的语言教学中最棘手的就数猜谜语和续编谜语的
教学活动了.后来听了几节示范课，自己又亲身试讲了若干次，
思考了若干遍。终于总结出了一些方法和注意的几点：

在猜谜语活动开始时我们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感染幼儿,引
起他们的'欲望.其次,向孩子门清楚的交代一些猜谜的基本方
法,提示幼儿注意听清每个字,每句话,教师在念谜语时语音要
准确节奏放慢.2猜谜语活动过程中如果孩子们猜不出来时,教
师可以借助手势提问进行针对性的暗示,必要时可以出示图片
或实物或边念谜语边在黑板上画出大致的轮廓.3猜谜语活动
要以游戏的形式展开,让幼儿在宽松的游戏中习得知识,获得
发展感受快乐.

现在我们班的孩子以基本掌握了一些猜谜的方法,他们很乐意
猜谜,天天嚷者让我给他们出几个谜语.正在为谜语教学发愁
的幼教同行们不妨试试我总结出的方法.当然如有更好的方法
快快”公告”吧.

谜语的教学设计篇八

1.根据谜面提供的线索猜出谜底，并初步学习根据物体的特
点创编谜语。

2.积极愉快地参加猜谜活动，对谜语产生兴趣。

1. 幼儿具备猜谜语的相关经验。

2. 幼儿人手一支彩笔、几张记录纸。

1.教师：小朋友，你们猜过谜语吗？（引导幼儿回忆以往的



经验，说一说自己参加的猜谜活动，知道猜谜也是我国民间
一项传统的活动。）

2.知道谜语是由谜面和谜底构成的。

教师：你们知道谜语是由哪两个部分组成的吗？（引导幼儿
知道说给别人猜的部分叫谜面，猜出来的答案叫谜底。有时
候猜谜时还会给人们一个猜的范围，这就是简单的提示。）

1.教师引导幼儿集体猜谜。

教师：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只要一分开，衣服就扯。
（教师根据谜面对幼儿进行引导，并鼓励幼儿说一说自己是
怎样猜出来的。）

2.教师念其他两个谜语，幼儿将猜出的谜底画在记录纸上。

幼儿说一说自己的谜底，并说出自己是怎样猜的。教师帮助
幼儿归纳猜谜的方法。

教师宣布谜底，鼓励猜得对的幼儿。

3.帮助幼儿归纳猜谜的方法。

根据提示先弄清楚猜的范围，如果没有提示，就地谜面中自
己找。如桌子的谜语，谜面中就告诉我们它有四条腿，但是
又不会走，说明它是我们生活中用的东西。

4.运用排除法，先确定范围，再根据谜面排除不可能的，缩
小猜小猜的范围。

1.教师鼓励幼儿说自己知道的谜语让大家猜。对于个别有难
度的谜语，教师给幼儿相应的'提示。

2.激发幼儿编谜语的兴趣。



1.讨论：怎样编谜语？（引导幼儿知道根据物体的特点来编，
不能在谜面中把谜底告诉别人。）

2.幼儿尝试编一个谜语。引导幼儿编一编、说一说，记清楚
自己编的谜语。

3.先编好的幼儿相互交流。

4.集体交流所编的谜语。教师记录下幼儿编的谜语，并根据
幼儿编的谜语，继续引导幼儿讨论编谜语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