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化活动课程设计实施方案

教学模块 言语之美 教学项目 语言能力

教学模式 项目引领+活动课堂 课 时 4 学时

授课时间 第 13、14 教学周 授课班级 19 级护理 8班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①掌握听话基本常识

②掌握说话基本常识

能力目标
①培养学生的语言领悟能力

②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

素质目标
①尊重他人，学会倾听

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
①掌握听话、说话基本常识

②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

教学难点
①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倾听

②让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 活动教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

布置作业 学生课下设置情景，结对访谈，进行口才训练

考核评价

过程考核：①听话的技巧

②说话的技巧

期末考核：①听话的基本常识

②说话的基本常识

教学反思

①让学生在结对访谈的活动中切身体会听话与说话的重要性，能

够引起学生对口才训练的重视。

②让学生在公共场合进行口才训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沟通表达

能力。

③在前面课堂训练的基础上，学生此次的言语表达能力有所提

升，之后应该再加强相关训练，让学生能够在公共场合自信地、

流畅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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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与 学 互 动 设 计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时 间

【活动导入】

教师分享生活中“听话”的案例，引出听话与说

话技巧的重要性。

【任务布置】

同学间结对进行访谈7分钟，访谈内容为个人背景、

兴趣、特长、时尚及时事等话题，并上台展示。

【任务分析】

①教师通过让学生结对访谈活动，融入听话与说话

的基本常识，让学生掌握听话与说话的技巧，完成知识

目标与能力目标。

②教师通过学生上台展示，进行点评，融入沟通表

达的经典案例，让学生学会倾听，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

系，同时引用课程思政案例——《不一样的皮肤》《我

还要回来》，培养学生良好的说话技巧，学会尊重他人，

完成素质培养目标。

【活动组织】

（1）课时安排，第 1-2 学时：

①学生选择一个话题，结对进行访谈活动，教师融

入听话与说话的基本常识。

②通过超星“学习通”APP“选人”功能依次让学

生进行展示，师生点评，教师融入沟通表达的基本常识。

知识融入：

①听话的技巧：要善于捕捉说话者语言中的关键信

息；要善于观察说话者说话时的肢体语言；要善于揣摩

说话者说话时的语气语调；要善于结合说话时前后的语

言环境。

②说话的技巧：要看对象说话：不同性格、不同年

龄、不同修养的人，说话的形式、语气、语调都不一样，

对说话习惯、措辞方式、言语形式的要求也不一样，因

学生准备

学生进行访

谈展示

5分钟

3分钟

10 分钟

72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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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不同的说话对象，要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要看场

合说话：不同的场合要说不同的话，同样的话在不同的

场合下，说话形式、措辞方式、语气语调都会不一样。

此外，说话时要恰当地使用表情、手势等肢体语言，还

可借助适当的修辞，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2）课时安排，第 3-4 学时：

①教师导入任务，并用超星“学习通”APP 中的“选

人”功能依次让剩余学生进行展示，师生点评，并评选

出表现最好的一对进行平时成绩的奖励。

②教师在本次课结束前 5分钟进行课程小结，并布

置作业。

知识融入：

语言的魅力：没有人天生就口才好、能言善辩的，

即使是令人钦佩的名嘴或演说家，也不是在任何场合说

话都能赢得满堂彩。说话和其他的才能一样，要日积月

累，不是一步登天。口才好的人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经

验中借着观察听众，逐渐掌握技巧，不断提升自己的说

话能力。说话是为了让他人能了解自己，借谈话来取得

互信和互谅。

【活动考核】

结对访谈评分标准：

①主题内容：内容健康，积极向上。（20 分）

②语言表达：发音规范，语言流畅，逻辑思维严密，

语言富有感染力。（50 分）

③综合印象：仪态大方，表现自信，呈现出独特的

风采。（30 分）

学生展示，

师生评优

85 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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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活动课程设计实施方案

教学模块 言语之美 教学项目 故事人生

教学模式 项目引领+活动课堂 课 时 4 学时

授课时间 第 15、16 教学周 授课班级 19 级护理 8班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①掌握讲故事的基本常识

②掌握相关文学常识

能力目标
①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②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审美感知能力

素质目标
①让学生学会感悟人生

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
①掌握讲故事的基本常识

②掌握相关基本文学常识

教学难点
①培养学生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②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审美感知能力

教学方法 活动教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合作学习式教学

布置作业 写一篇与自己有关的故事

考核评价

过程考核：①班级故事会

期末考核：①讲故事的基本常识

②莫言、杨绛等相关文学常识

教学反思

①课堂在组织学生小组活动中展开，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讲出

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悟，加深师生之间的了解，有利于课堂

的有效进行。

②在前面课堂训练的基础上，学生此次的言语表达能力有所提

升，但是逻辑思维有待提升，在之后的课堂中将要注重此方面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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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与 学 互 动 设 计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时 间

【活动导入】

教师向学生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

【任务布置】

每位学生讲一个 3分钟故事，可以是自己的亲身经

历，也可以是别人的故事、文学作品中的故事。

【任务分析】

（1）教师通过让学生讲自己的故事、讲别人的故

事活动，融入“讲故事的基本常识”等知识，让学生能

用规范的普通话讲好故事，实现教学目标。

（2）教师通过让学生讲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融入

莫言、杨绛等相关文学常识，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审美

感知能力，实现教学能力目标。同时引用课程思政案例

——《难解的结》，让学生学会领悟故事背后的深层含

义，学会感悟人生，完成素质目标。

【活动组织】

（1）课时安排，1-2 学时：

①用超星“学习通”APP 中的“选人”功能依次让

学生进行展示。（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课堂趣味性）

②每一位学生展示后进行小点评，教师进行互动鼓

励，并用学习通进行评分。

③每 5-10 名学生展示后，进行评比点评，并融入

“讲故事”知识点，让学生学会如何将一个故事讲好。

④教师在本次课结束前 5分钟进行课程小结。

知识融入：

①故事的五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

“何时”的表述要开门见山，警示性地引起听众的注意；

“何地”的表述要尽快进入场景，这样才会突出你想表

达的主题；“何人”的表述要有名有姓，有名有姓才显

得真实，也方便听众理清思路；“何事”的表述应注意

具体化，描述细节化，也就是重现场景。讲故事最重要

学生准备

学生进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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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重现场景，场景越细致，越真切，越能使听众以一

个一致性的画面进入情节，它可以限制听众的随意思

考，因为随意去思考，听众的反映就不一致了，“不一

致”在社会心理学中，就意味着心理互动的失败，心理

互动失败，就很难在讲话中达到预期效果。

②讲故事的技巧：一般来说，一个讲稿只讲一个主

题；细节要具体；不要用模糊的概念；不要有过于谦虚

的开场白；第一句话的语调和语速决定后面故事的效

果；快速进入场地，能快速进入场地就能快速抓住主题，

迅速的将自己的观点传达给对方；使用相应的修辞方

法；绝不要背稿，背稿才会忘词，也会有做作感；让听

众感到快乐。

（2）课时安排，3-4 学时：

①教师导入任务，并用超星“学习通”APP 中的“选

人”功能依次让剩余学生进行展示。

②每一位学生展示后进行小点评，教师进行互动鼓

励，并用学习通进行评分。

③每 5-10 名学生展示后，进行评比点评，并融入

“莫言、杨绛等文学常识”知识点，让学生了解作家的

人生经历，以及如何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呈献给读者，掌

握相关的文学常识。

④教师在本次课结束前 5分钟进行课程小结，并布

置作业。

知识融入：

①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 年 2 月 17 日－），出

生于山东高密，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首位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4 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 年发表

《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轰动。2011 年 8 月，长篇小说

《蛙》获得第 8届茅盾文学奖。2012 年 10 月 11 日，莫

言因为其“以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

代”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华人

学生进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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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籍作家。

北京时间 2012 年 12 月 8 日凌晨，2012 年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身着胸前刺绣着“莫言”两

字红色篆刻图案的深色中山装，面对着 200 多名中外听

众，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

主要分为“追忆母亲”“学习经历”“我的作品”“作品

点评”“感悟人生”几部分组成，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浓

缩了莫言的人生感悟。

②杨绛（本名杨季康，1911 年 7 月 17 日-2016 年 5

月 25 日），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

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

班牙语，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

译佳作；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

达六十多年，2014 年还在公演；93 岁出版散文随笔《我

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 岁出版哲

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 岁出版 250 万字的《杨

绛文集》八卷。2016 年 5 月 25 日逝世，享年 105 岁。

《我们仨》讲述了一个单纯温馨的家庭几十年平淡

无奇、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经历。作者杨绛以简洁而

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

锺书，以及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作品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杨绛老年时的一个梦

境，以“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

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拉开全文序幕。第二部分，杨绛用

梦境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一“万里长梦”，讲述了一

家三口在人生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回忆了女

儿钱瑗、丈夫钱锺书先后离去的过程。第三部分杨绛采

用回忆录的写法，从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下笔，记录了

自 1935 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

直至 1998 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

知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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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考核】

班级故事会评分标准：

项目

名称

具体评分

内容
评分标准

分

值

选手

得分

主题

内容
故事内容

内容围绕主题，故事

性强，健康通俗，生

动感人。

30

语言

表达 语言表达

语言规范，吐字清晰，

声音洪亮，表达准

确、流畅、自然，能

做到脱稿。

30

形象

风度
仪表风范

精神饱满、自然得

体。
15

综合

印象

个性风采
选手要有自己独特

鲜明的风格。
15

时间限定

节奏时间掌握恰当，

时间控制在3分钟左

右，。，超出时间限定，酌

情扣分。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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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活动课程设计实施方案

教学模块 言语之美 教学项目 魅力演讲

教学模式 项目引领+活动课堂 课 时 6 学时

授课时间 第 17、18、19 教学周 授课班级 19 级护理 8班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①掌握演讲的基本常识

②掌握演讲稿写作的基本常识

能力目标

①培养学生演讲稿写作能力

②培养学生的信息搜集能力

③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素质目标
①尊重他人，学会倾听

②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教

学

重

难

点

教学重点

①掌握演讲的基本常识

②培养学生演讲稿写作能力

③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难点
①学生撰写高质量的演讲稿

②培养学生演讲的逻辑思维能力

教学方法 活动教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合作学习式教学。

布置作业 撰写一份规范的演讲稿

考核评价

过程考核：①演讲稿写作

②班级演讲比赛

期末考核：①演讲的基本常识

②演讲稿的基本常识

教学反思

①课堂在组织学生小组活动中进行展开，通过考核评价推动学生

积极参与其中，有利于提升课堂效率。

②在前面课堂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演讲稿写作与演讲活动，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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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与 学 互 动 设 计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时 间

【活动导入】

播放《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视频。

【任务布置】

学生写作一份以“诚信”为主题的 3分钟演讲稿，

在学习小组内互相演讲并评分，然后每组推出代表参加

班级演讲。

【任务分析】

①教师通过播放《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视频，让学

生进行演讲稿的写作，并在班级中进行点评，融入“演

讲稿写作基本常识”等知识，完成教学目标。同时引用

课程思政案例——《罗斯福对日宣战演讲稿》，让学生

理解演讲稿的作用及意义，尤其是懂得演讲背后的深层

含义，完成素质目标。

②学生小组内互相练习演讲，师生点评，并评选出

最优者在平时成绩给予奖励。教师在点评中融入“演讲

的基本常识”等知识，实现教学目标。

【活动组织】

（1）课时安排，1-2 学时：

①学生写作演讲稿，教师点评，并用学习通进行评

分，在点评的过程中融入“演讲稿的基本常识”知识点，

让学生学会撰写规范的演讲稿。

②教师在本次课结束前 5分钟进行课程小结。

知识融入：

①演讲稿的特点：第一针对性。演讲是一种社会活

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形式。它为了以思想、感情、

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动听众“征服”群众必须要有

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首先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

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辩要有雄辩的逻辑力量，

要能为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起到应有的社

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层

学生进行演

讲稿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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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集会、专业

性会议、服务性俱乐部、学校、社会团体、宗教团体、

各类竞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为听

众设计不同的演讲内容。

第二可讲性。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

它以“讲”为主、以“演”为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

拟稿时必须以易说能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

主要通过阅读欣赏领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

要求则是“上口入耳”。一篇好的演讲稿对演讲者来说

要可讲，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

者最好能通过试讲或默念加以检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

不清楚之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与调整。

第三鼓动性。演讲是一门艺术。好的演讲自有一种

激发听众情绪、赢得好感的鼓动性。如果演讲稿写得平

淡无味毫无新意即使在现场“演”得再卖力效果也不会

好。

②演讲稿的结构：演讲稿的结构分开头、主体、结

尾三个部分，其结构原则与一般文章的结构原则大致一

样。但是由于演讲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活动，因而

演讲稿的结构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它的开头和

结尾有特殊的要求。

基本格式：

标题

顶格写称谓（如：亲爱的老师）

下一行空两格写问候（如：大家好）

正文

结尾（如：谢谢大家）

（2）课时安排，3-4 学时：

①学生熟记演讲稿并自行演讲，教师适当抽取学生

进行演讲，在学生准备过程中融入“演讲基本的常识及

技巧”知识点。

②教师在本次课结束前 5分钟进行课程小结。

（3）课时安排，5-6 学时：

①教师导入任务，让学生分小组互相进行演讲，根

据评分标准小组内成员互相评分。

学生进行班

级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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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每个小组挑选出一名成员代表本小组进行班级

演讲，通过学习通确定演讲顺序。

③每一位学生展示后进行小点评，教师进行互动鼓

励，并用学习通进行评分。

④小组代表演讲完毕，教师进行总点评，融入“演

讲基本常识”知识点，让学生学会演讲。

⑤教师在本次课结束前 5分钟进行课程小结，并布

置作业。

知识融入：

①演讲的含义：演讲是演讲者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

凭借有声语言（主）和相应的态势语言（辅），向听众

发表见解主张，抒发感情，从而达到感召听众、说服听

众、教育听众的一种艺术化的语言交际形式。演讲与谈

话、朗诵、讲课、报告等有着不同的含义。

②演讲的技巧：演讲有很多技巧，比如：开场白很

重要，但是不适应太长，重点是抛出问题或激发兴趣。

站起来讲，时刻面对听众而不是屏幕，照顾到整个会议

室。需要观察听众对你所讲内容的反映，激发听众的兴

趣，保持他们的注意力。语音和语调都很重要，该快则

快，该重则重，该停顿处则适当停顿。和听众的互动需

要，但是不适合太多，特别是对于演讲的时候。手势和

小动作都不应该太多，而且肢体动作要注意和所讲内容

进行配合。

【活动考核】

（1）演讲稿评分标准：

①题目正确。（20 分）

②观点明确，立意新颖。（30）

③材料充分，语言富有感染力。（30）

④格式正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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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讲评分标准：

项目

名称
具体评分

内容
评分要点 分值

选手得

分

主题

内容
主题内容

积极向上、文字精炼、

逻辑性强；以真实事例、

真情实感为素材
30

语言

表达
语言表达

口齿清楚，富有感情，

语调与形体动作协调一

致
30

综合

印象

时间限定

节奏时间掌握恰当，时

间控制在 3分钟左右。

超出时间限定，酌情扣

分。

10

综合印象
较强吸引力、感染力、

号召力
15

形象

风度
仪表风范

仪表端庄，神态自然、

大方
15

总分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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