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4  猜字谜 

教学目标 

1、能正确认识 12 个生字，会写 7 个生字。认识俩个新偏

旁。 

  2、 能正确通顺的朗读课文，并猜出字谜。 

  3、 激发学生对汉字学习的兴趣，了解猜字谜的基本方法，

并学习运用。  

教学重点  能正确认识 12 个生字，会写 7 个生字。 

 教学难点  了解猜字谜的基本方法，并学习运用。 

  教具准备  课件  一体机         

课时安排   2 课时 

教学过程                

                 第 1 课时 

教学目标  

1、 初读课文，把课文读准确，读通顺。理解谜面的意思， 

猜出谜底。 

2、认识‘相 遇 喜 欢 怕’5 个字，会写‘字 左 右 

时’5 个生字。认识‘又字旁’。 

2、体会猜字谜的乐趣，初步体会用拆字组合法来猜字谜的

方法。 

一、 猜谜激趣导入 

1、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我们一起来猜一下字谜：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出示字谜： 

（1）灯字火已灭。（丁） 

（2）文字长出两条腿。（齐） 

（3）1 十 1 不是 2。（王）  

请大家猜一个字。交流猜字谜的方法。 

   2 .师小结  猜字谜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在生活中很

多东西都可以编成谜语，就连我们学习的汉字都可以编成谜语来

猜呢？谜底是汉字的谜语就叫做“字谜”。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猜

一猜两则有趣的字谜。 

3，板书课题，领读，指导“字”的书写；上下结构，上面

是宝盖头，下面是个‘子’。师范写，学生书空，并组词。  

二、 初读第一则字谜，学习生字。 

1.学生自由谜语，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检查：带音节的生字。(指名读) 

3.检查：去掉音节的生字。(指名读，开火车读) 

4.检查读字谜，要求读准确，通顺。 

三、 再读谜语，学习猜出谜底。 

1. 师过渡：这是一则字谜，请同学们再轻轻地读一读，边读

边想， 

谜底是什么字呢？ 

  2.采用多种方法练习朗读，要求读通顺，读流利。 

  3.指名学生交流自己猜出来的谜底，说一说自己是怎样猜出



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曹雪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来的。 

  4.根据交流，老师提示。 

  （1）从“左边绿，右边红，左右相遇起凉风”。这句话可

以猜出这个字是左右结构，而且左半部分的字与绿色有关，右半

部分的字与红色有关，整个汉字与凉风有一定的关系。   

（2）再根据“绿的喜欢及时雨，红的最怕水来攻”进行思

考，这个绿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植物，而“红的最怕水来攻”可能

是“火”。   （3）从儿歌的信息可以猜出谜底是“秋”字，因

为“秋”字符合儿歌中的提示：“禾”是绿色，喜欢雨水，“火”

是红色，最怕水，“禾”加“火”组成的“秋”字又表示凉爽的

秋天。  

（4）师小结：像这样的字谜采用了拆分汉字法，并把汉字

的结 

构，各部分的意思，特点编成相关提示语，同学们可以根据对儿

歌的意思来理解猜出谜底。   

（5）出示字谜，请学生猜一猜。        

如：○1 俩个小娃娃，坐在泥土上。（坐）      

  ○2口里含玉。（国）           

四、指导生字书写            

1、出示本课要求会写的汉字：字，左，右，红，时。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2、指名认读，口头组词。 

3、交流书写要领和笔顺。          

4、老师指导：“红，时”都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左右

两部分要紧凑。             

五，课堂小结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一则有趣的字谜，我们猜出了谜

语的谜底，还认识了很多生字，收获可真不少。课后，请同学们

找一些字谜，和同学猜一猜。下节课我们再来学习第二则字谜。 

    六，作业设计 

    .比一比，再组词。            

左（    ）     红（  )       字（   ） 

右（     ）      江（  )     学(     )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猜字谜》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猜谜语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一种学习方式。猜谜语寓知识性、趣味

性、哲理性于一体，能使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开动脑筋。本课教材安

排了两首猜字谜语，生动有趣，语言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可让学

生读读，想想，猜猜，在猜谜语的过程中主动识字。 

学情分析： 

猜谜语寓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能使学生主动参与，

积极开动脑筋。本课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引导学生学会创

新为出发点，激发他们搜集谜语和自编的兴趣。 

教学目标： 

1、通过多种识字方法，认识“相、遇、喜、欢、怕”5 个生字。通

过观察、范写等方法，会写“左、右”等生字。 

2、借助拼音，正确认读第一则谜语的谜面。 

3、猜出谜语，并能结合谜面，说说猜谜的依据。感受猜字谜的乐趣。 

教学重点： 

1、认识课文生字、新字，掌握识字规律。 

2、猜出谜语，并能结合谜面，说说猜谜的依据。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教学准备： 

教师  课件 田字格纸 

学生  预习生字词 

教学过程： 

一、 谜语游戏，激趣导入。 

1、 课件逐个出示谜面，学生猜谜底，相机教学谜面和谜底。 

2、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猜字谜，板书课题，学生齐读课题。 

3、揭题。让学生说说什么是“字谜”，知道字谜的谜底是一个字。 

设计意图：猜谜导入，激发兴趣，交流揭题，了解字谜特点。 

二、 初读谜语，识字正音。 

1、 看看课文中一共有几则谜语。明确学习任务：本节课猜第一则

谜语。 

2、 教师范读第一则谜面。 

3、 学生自读第一则谜面，出示自读要求； 

（1）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出节奏。 

（2）边读边圈出文中的生字。 

4、交流检查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1）出示文中生字，自由读、指名读、去拼音读、齐读。 

（2）出示文中词语 

（带拼音读、去拼音读、女生读、男生读、齐读，相机强调字音） 

(3)利用摘苹果游戏巩固字音 

（4）区分字形，小结识字方法： 

比一比：最—量 

换一换：怕—拍 

减一减：想—相   级—及 

5、多种形式读谜语，个别读、男女生合作读、齐读，相机正音。 

设计意图：字词是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本环节夯实字词基础，激发

兴趣。 

三、 读文猜字，说说理由 

1、 学生边读边思，谜底是什么？ 

2、 交流，引导学生从文中找线索。 

线索一：“左边绿，右边红，左右相遇起凉风。” 

（1） 读句后，推断谜底是什么结构的字。 

（2） 借助情境表演：请一个学生在教室里走，走着走着，和老师相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遇。 

（3） 思考：在这个谜语中，到底是谁和谁相遇呢？再读谜语找答案。 

线索二：“绿的喜欢及时雨，红的最怕水来攻。” 

（1）读句子，说理由。 

（2）师生合作读： 

什么绿？禾苗绿。 

什么红？火苗红。 

“禾”“火”相遇什么样？ 

“禾”““火”相遇起凉风。 

什么喜欢及时雨？ 

禾苗喜欢及时雨。 

什么最怕水来攻？ 

火苗最怕水来攻。 

3、揭示谜底：秋。并总结：线索一提示字的结构和意义，线索二提

示字中各部件的意思。 

四、 拓展延伸，活学活用 

1、 课件再出示一则谜语：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在前两个跟。团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起来力量大，人多谁也不离群。 

2、 学生自由朗读谜语。 

3、 交流猜谜方法。 

4、 师小结并出示谜底：众。 

五、 小结设悬 

这节课我们不仅猜出了文中的第一则字谜，而且还学会了猜字谜的方

法，那么文中的第二则字谜的谜底又是什么呢？我们下节课再分晓。 

六、 指导写字 

出示生字，指读抢读 

1、观察间架结构，交流书写要点 

2、师范写，边写边述要点 

左：（半包围结构，先外后内，右下方是工人的“工”，我们叫它“工

人叔叔”） 

右：（注意和“左”的区别，右下方是“口”，为了区分清楚，我们称

它为“大嘴叔叔”） 

3、学生描红临写，师巡视指导，提示书写姿势（头正、身直、肩平、

足安） 

4、展示评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5、小结学法：课下请同学们按照“一看二写三对照”的方法书写其

余生字。 

设计意图：写字是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本环节采用一看二写三对照

的方法夯实写字基础。 

七、 布置作业 

1、 把文中的字谜说给爸爸妈妈猜。 

2、 搜集谜语。 

3、 自编一则字谜。 

设计意图：巩固于课内，延伸于课外，学生活中的语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丹青不知老将至，贫贱于我如浮云。——杜甫

猜字谜（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 正确认读“相、遇、喜、欢、怕”5个生字，认识“又字旁”。 

2. 会写“字、左、右”3个字。 

3. 正确、流利地朗读谜语，并根据谜面学猜谜语。 

4. 感受合体字的特点，激发学生识字的兴趣。 

教学重难点： 

1. 学会根据谜面学猜谜语。 

2. 掌握猜谜技巧。 

教学时间：2 课时 

教具准备：PPT、禾苗和火苗纸板 

教学过程： 

一、 猜谜导入，了解字谜构成 

1. 同学们，你们喜欢猜谜语吗？老师准备了几个谜语，大家来猜猜？  

2. 看，这一部分（指 PPT）就叫做谜面。谜面就是指猜谜的线索，谜

语的答案就是谜底。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3. 其实，猜谜语是我国民间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起源于春秋战

国时期，历史悠久。小朋友们，瞧，每年的什么节日你能见到许

多谜语呀？（元宵）是呀，每逢元宵佳节，人们总爱将各种各样

的谜语挂在花灯上，供人边赏灯边猜谜取乐。老师想再考考我们

小朋友，如果一种谜语的谜底是字，那么它叫做（字谜）。 

4. 为了奖励聪明的小朋友，老师也准备了一个字谜，你来猜一猜：“一

加一”，猜个字。对呀，就像这样谜底是字的谜语我们把它叫做字

谜。 

5. 今天我们就要来瞧一瞧这文字谜。小手伸出，跟老师一起把课题

补充完整。书空“字”（补充课题） 

6. 跟老师一起齐读课题。 

 

二、 初识课文，掌握字词。 

1. 小朋友们亮亮的眼睛告诉我，你想见一见字谜的真面目了，对不

对？别着急，读课文前，让我们先看一看要求。出示活动一： 

 

 

 

活动一： 

1. 自由读文，读准字音。 

2. 同桌互读，纠正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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