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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ddle, circulates, and shows strong vitality. It can make the students acquire knowledge un-
der the joyful mood with lively and interesting, fun form, enjoying the arts. But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the fusion of Chinese riddles and the middle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is not as the focus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in various aspect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has to 
be improved, which is the focus for the middle school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ers, and the dif-
ficulty of teachers on the forefront of basic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fusion problems of Chi-
nese riddle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focusing on the fusion signi-
ficance, the author researches from the angle of strategy use in different fusion stages in this pa-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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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谜语，流传至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能够以积极健康、活泼有趣，寓教于乐的形式，使学生

在愉快中获得知识，享受艺术。在实际的教学中，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的融合并没有受到师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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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对于中学语文学习教育的研究者来说，既是探究的重点，也是基

础教育一线教师付诸实施的难点。笔者从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融合的问题现状出发，以二者融合的

重大意义为着眼点，从不同阶段融合的策略运用角度进行研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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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华谜语内涵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1]。它是我国传统民间文学

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历史岁月的沧桑磨灭不了崛起发展的轨迹，湮灭不了永恒的光芒。在中国传统佳

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节日里，贴春联、舞狮子、耍龙灯、猜灯谜、中秋赏月等文化娱乐活动，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中华谜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具有广泛性、实践性和趣味性的特

点。它形式多样，老少皆宜，它集知识、哲理、趣味为一体，非常适合与中学语文学习相融合。不但能

够使学生开启思维，增添生活趣味，而且能够使学生们懂得换位思考，更能够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操。但

是现阶段应试教育的中学语文学习及教学模式，束缚了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的融合[2]。下面，本文

将从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融合的必要性为突破口，重点探讨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融合的策略。 

2. 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融合的问题 

谜语，顾名思义，即指暗自影射文字或者事物等供人猜测的隐语隐言。但是现在很多中学生，甚至

成年人都普遍存在不会猜谜底，更不会创造谜语的问题。甚至有的学生在知道了谜语谜底与谜面后，却

不知道如何思考联系。这就反映出在长期教条化的中学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们适应了“灌输式”的教

学模式，对所学的知识只会死记硬背，不会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因此，猜谜语、对对子、吟诗作赋等

富有文学高雅气息的活动只能望洋兴叹了。 

2.1. 教学模式僵化，学生语文学习问题突出 

中学语文学习经过教育工作者多年的探究已基本成熟，新时期随着中学生课改逐步推进，中学语文

学习与课改存在的问题日渐突出。首先，在教学方式上需改正的方面，课堂上虽然大力倡导学生占主角，

老师启发引导学生勤思考，动脑筋，学会逐步自主学习，自觉学习。但其实际教学中，在课堂上教师仍

占据着主导地位，往往长篇大论讲，学生被动的听，老师讲哪里学生就学到哪里，老师讲完了学生也就

学完了，这种“灌输式、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读死书，死读书的学习方法，

必然导致学生丧失独立思考、解析问题的能力，失去求知的欲望。其次，在中学语文学习重点方面，教

师只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没有把教学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方面，学生眼高

手低，动手能力差。再次，在时间上，学生每天上课、做课堂作业，业余时间又被课外作业和各种辅导

班占有，根本没有时间来学习中华谜语知识。最后，中华谜语没有列为中学生升学考试的范畴，必然会

受到老师和学生的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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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阅历见识浅、生活实践能力弱 

中华谜语学习不是一朝一夕事情，它涉及内容广(包括字谜、事物谜语等)，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生活

阅历和社会实践经验。据了解，现在部分学生中学语文学习，只注重书本理论知识学习，不重视社会实

践活动，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又少，对于学习中华谜语就缺乏社会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例如，如此一

个谜面：尾带儿飞飞，袖儿喧喧，侧穿柳巷，横过花街，气得花妞拿扇儿扑。谜目：打一动物(谜底：蝴

蝶)。这样的谜语要求学生对所述事物的形态、习性有一定的了解，不然要猜出谜底是比较困难的。因此，

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生活阅历，就猜不出谜底，也不会有出类拔萃的才学。学生要猜出谜底如此，造

出谜语更是如此，学生凭借自己的智慧，解开谜语的同时，也会真切的体会到中华谜语的趣味，这就是

中华谜语的奥妙所在。 

2.3. 创造能力不足，学生综合素质水平薄弱 

谜语通常是把一些深奥的科学知识变抽象为具体，变复杂为简单，变深奥为有趣，集知识性、趣味

性、思维性为一体。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的学习内容是相通相融的。它的文学性和趣味性，是中学语文

知识活学活用的典范，也是人们对智慧的追求。无论猜谜语还是造谜语，要让学生学会在生活实践中观

察生活细节，敢于动脑、敢于创造，促进智力开发。要让学生在愉悦的课堂氛围中学习，寓教于乐、陶

冶情操，提升整体素质。谜语为先辈之所重，今兹蔑视其为小道者，应新塑其印象善用之也[3]。 

3. 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融合研究的意义 

最初，中华谜语源于口口相传的群众智慧与民众文学，本身即为传统文化的精髓[4]。中华谜语与中

学语文学习的融合，注重的是扩散、灵活、综合式的学习方法，它改变了课堂上“满堂灌、注入式、一

刀切”的教学模式，两者的融合对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锻炼智力，开拓思维能力起到良好作用，详述

有以下几点： 

3.1. 有利于加深文化底蕴，开阔学生视野 

学生在学习中华谜语的进程中，会了解谜语的起源、历史、风格等演变历程。中华谜语经过了漫长

的历史发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演变成今天的文化体系格局，其内容包罗万象：诗词、歌赋、辞令、

游戏、预言、谜语、猜度等；形式也多种多样：隐语、瘦语、商谜、灯谜、字谜、诗谜、哑谜等；描写

的修辞手法也不同：形容、比拟、拆字等。自古以来，研究中华谜语的文化名人众多，古代有贺从善、

杨小湄、韩振轩等，近代有张起南、顾振福 、钱南杨；现代有陆滋源、邱景衡、王春台等著名的人物。

现在，在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就有很多地方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猜灯谜文化习俗，古城、

古庙、各地公园等文化旅游胜地，游人千里迢迢参加灯谜盛会，为未来祈福添运。 

3.2. 有利于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创造性思维 

互猜谜语作为一项十分有趣的文化游戏，也即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学生在创造谜语时，需要充

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运用比喻、对偶、拟人等手法，描绘某一事物的形象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有助于学

生散发性思维得到训练。学生在思考谜底时，需要调动具有的知识才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谜面答案。

学生思索得出答案的同时，既学到了中华谜语知识，也体会到了中学语文学习妙不可言的乐趣。喜欢古

诗的学生，也可以利用古诗做谜语或者谜底，如：人迹板桥霜.解裙格(唐诗五言打一字)谜底：关。与成

年人相比，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正处于积累知识，提升创造力的重要时期，中华谜语帮助学生

中学语文学习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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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利于学生丰富阅历见识，提高观察表现力 

实践能力就是人把在客观物质世界里了解到的理论知识，灵活的应用于实践生活中的能力[5]。谜语

大多数来自民间艺术和民众智慧，广大的劳动人民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凭借聪明才智和生活实践经验，

创造出辉煌的中华谜语。它的实践性、综合性是中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所不可获缺的重要元素。学生

开启思维，创造出高质量、有深度，构思巧妙的谜语，就要学会融入生活和实践经验于谜语之中，观察

常人不易察觉的东西，才能拨云见日，无论谜面形式怎样构思变化，都能猜出谜底。中华谜语与中学语

文学习的融合对学生成长和语文知识学习有启迪智慧的作用。例如，谜面：千条、万条线，跌落水里都

不见。谜目：打一自然物。谜底：雨[6]。学生自然地会将猜的谜底与生活实践经验相连，从而得出正确

答案。 

3.4. 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调节课堂氛围 

谜语，在人成长的其他阶段相比，儿童时期吸引力最大。它与其他学习型活动相比，趣味性极强，

给人们以迫切期待感，多采用问答的形式，活跃学习的气氛，寓教于乐，儿童在不知不觉地学到了知识，

也拉近了儿童与师长的关系。同样，在中学语文学习中，教师可以适当的运用谜语导入，掌握插入时机

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在中学生学习《四个太阳》课文时，教师可以这样利用谜语导入。“同学们，老师出一个谜

语，大家来猜猜看。有位老爷爷，长着个个圆脸庞，要是他躲猫猫，不是下雨就刮风了。同学们猜到了

吗？”如此展开教学导入，未进入学习状态的学生能立刻集中注意力，能调动学生对此文章内容的兴趣

感，消除了老师与学生互动学习的障碍，对课文的理解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5. 有利于提高审美情趣，拥有高品质文学鉴赏才能 

审美需要，它根植于人生命本身的独特性质中，是人所独具的一种含有内在必然性的生命需要[7]。
谜语文化的学习在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物质文化日渐富足的今天，不但满足人们物质需求，

也能满足的人们对精神上的追求。谜语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春联、诗赋等都有许多

通融之处，学生在学习谜语文化的同时，对其它传统文化也会产生浓烈兴趣，触类旁通，从而也增长了

鉴赏文学艺术的才能。 

4. 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融合的策略 

中华谜语寓意深厚，内容广泛，为中学语文的学习提供了丰厚的教学资源。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

习的融合，在内容与方法方面都必须从中学语文学习的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实践经验，

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华谜语文化在中学语文学习中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如何尊重客观规律进行教学，要从

中华谜语的难度、内容选择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适应中学生的身心成长特点。以下各阶段，主从谜

语融合的方法进行探究尝试。 

4.1. 融合的准备阶段：教师带领为主，学生熟跟为辅 

在中学生开始接触中华谜语时，不要求学生能准确的猜出谜底或创造出有一定质量的谜面，只要求

学生能够多搜集、多学习谜语方面的知识。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所学课文主题，给学生推介相关的

谜语知识，讲解中华谜语的历史、来源及风格等内容，激发学生们对学习中华谜语的热情和兴趣。 
例如：初中语文(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描写美丽的自然风景，谜语文化中地名谜面、风景谜面

也是数不胜数，教室适时的普及相关的谜语知识，更益于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加深对描写事物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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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中学课文第十一课《春》，课文中描写了各种桃花、杏花、野花、蝴蝶等事物。教师皆可以谜

语的形式，普及事物的特点。例如，1) 谜面：巧笔染丹墨，含醉晕东风。渔人舟且远，留溪浮落英。谜

目：打一花。谜底：桃花。2) 谜面：像蝶然非蝶，像鸟然非鸟，清明前后飞，只怕雨水浇。谜目：打一

玩具。谜底：风筝。3) 谜面：黄衣女儿建房屋，花朵中里最繁忙。谜目：打一动物。谜底：蜜蜂。……
这样的谜语教学，不仅给学生传授了所学课文的知识，还可以使学生对所学事物的特点牢记于心，增强

记忆力，也使教学过程也变得生动活泼有趣。在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熟悉掌

握了各种谜语知识，不但为下一阶段的学习课程做好了准备，更为学好中学语文奠定了基础，也储备了

知识量。 

4.2. 融合的训练阶段：学生锻炼为主，教师指津为辅 

在学生深入的了解了中华谜语的历史、构成，及创作方法等知识后，这个阶段，教师在中学语文教

学中可以开始指点学生进行猜谜活动的练习。教师根据本节课或者本单元的课文主题词，提出谜语，让

同学们自主思考，启迪智慧，优先答出谜底的学生给予表扬。此类环节无论是设计在课堂导入，还是课

堂结束时等环节，都不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反而会调动学生寻找谜底，获得答案的激情，有助于改善学

生厌倦中学语文课的枯燥无味，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例如，我们在学习初中语文(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五篇课文《马》、《狼》、《珍珠鸟》、

《斑羚飞渡》、《华南虎》时，教师在进行课文学习以前，可以向学生提出与此相关的谜语供学生竞猜。

如，谜目：打一动物。1) 谜面：满林到处闯，肩披厚花袄。送名百兽王，威武脾气躁。谜底：虎。2) 谜
面：你卧我不卧，我走你不走。你睡觉躺平，我睡觉站明。谜底：马。……当学生猜出谜底的事物时，

心情定是非常愉悦的，这时，教师引出所学课文的主题词，及布置熟悉文章内容等作业时，学生的关注

度被提升，对课堂学习的兴趣敏感度也会加强。在班级中举办有趣的猜谜游戏等活动中，师生共同参与，

既增进了师生的感情，又对今后老师的授课、学生的听课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学生在反复练习中，回

答问题的速度会有所提升，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有所提高。 

4.3. 融合的自主阶段：学生自主创新，体悟谜语奥妙 

学生经过准备，训练两个阶段中华谜语学习，已经能够总结出浅显易懂的猜谜规律，能够利用所学

知识猜出简单的谜底。在自主阶段，老师再利用所学的课文给出谜语，学生就可以自主创新，自我组织

语言，发挥想象力，不限制创造谜语的形式、内容。当然万事开头难，创造谜语的开始阶段，老师可以

先给出简单的例子，让学生们依样摸仿，加以辅导。也可以让学生先尝试用普通的白话组织语言，娴熟

后再给语句加上韵脚，形成类似现代诗歌谜面。还可以让谜语知识储备较多的学生尝试用古诗文做谜面

或做谜底。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活跃课堂学习气氛。例如：在初中语文(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

几篇课文描写的动物鸟、老虎、马、狼等，自主创作谜面对中学生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谜语。如，谜目：

打一动物。1) 谜底：雀。谜面：一身毛，尾巴翘，不会走，只会跳；人送小名家巧儿，爱吃谷物不吃草；

日在树上啼叫，夜宿午头破庙，到了谷场登场，叫它第一尝到。2) 谜底：老虎。谜面：长着尖尖牙，森

林称霸王；山中一大王，黄袍穿身上，虽然没兵将，一吼谁都怕。3) 谜底：狼。谜面：模样像虎又像狗，

长长尾巴像扫帚。……创作谜语，学生要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创作谜语的过程，是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丰富想象力过程[8]。因此，自主创新，体验谜语的奥妙，才能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谜语，

才能走在学习中华谜语时代的前沿。 

4.4. 融合的互动阶段：师生交流融洽，共扬谜语文化 

前三个阶段的学习，为造谜语，猜谜语奠定了基础，中华谜语自主创新，师生、同学之间相互交流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63


曾柳君 
 

 

DOI: 10.12677/ass.2018.74063 399 社会科学前沿 

 

是重要因素。猜谜语的形式、方法也是多样；可以老师出谜面，学生竞猜底；也可以学生出谜面，老师

猜底；还可以学生互相出谜语，相互来猜等进行教学活动。但老师要根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制定不同形

式和方法[9]。也可把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进行猜谜比赛等。通过交流互动，增添了学习

的趣味，学生可以学到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也是中学生语文学习终身受益的财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节——“元宵节”，就有猜灯谜的习俗，灯谜是把一个个谜语写在高高挂起的大

红灯笼上，供游人赏玩、品味。中学语文教学可借鉴其形式和方法，举办竞猜谜语活动，在教室墙壁上

挂起有谜语的图片做装饰，让学生们在温馨的环境中学习中华谜语知识，享受中华谜语带来的乐趣。当

然，谜语要反映时代的主题，要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鼓励学生不断创新，从实践中

找素材，把自己独到的见解融入谜语中供大家分享[10]，总之，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的融合一定会受

到师生欢迎，并赋予融合的旺盛生命力。 

5. 结语 

中华谜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语文各阶段的学习是学生打下文学基础、陶冶高尚

情操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塑造健全人格的关键阶段。中华谜语与中学语文学习的融合，也是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创新和亮点。中华谜语文化融入中学语文各阶段的学

习更有助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更有助于中学生语文的学习。为促使更多的学生去学习中华谜语，传承

中华谜语文化，我们必须重视中学语文学习与中华谜语的融合，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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