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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元基本信息

本项目主要选用“十二五”规划教材《播音主持艺术发声（修订版）》，是

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先导核心课程，其后续课程分别有《语言技巧》《节目主持》

《新闻采编》《毕业创作》。

根据播音与主持专业岗位要求和课程标准，将内容整合分解为九个项目：

本单元选自项目九：综合训练——诗词诵读技巧，共 16 课时。本单元是《语

音发声》课程的综合训练,与播音与主持专业岗位需求紧密相关。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2

二、 整体教学设计

（一）内容分析

本次课将诗词诵读技巧项目教学划分为：智慧教室教学（8课时）、播音主

持实训室教学（4课时）、播音主持实训剧场教学（4课时）。

项目 任务 教学内容 课时

智慧教室
4课时

任务一：
诗词诵读技巧之吐字
归音

能够在诗词朗诵中体现音节的
“枣核形”动程。

4

播音主持
实训室
4课时

任务二：
诗词诵读技巧之气息
控制

能够在诗词朗诵中正确运用胸
腹联合式呼吸法。

4

智慧教室
教学
4课时

任务三：
诗词诵读技巧之以情
带声

能够在诗词朗诵达到“我要朗
诵”“非演不可”的兴奋和激
动。

4

播音主持
实训剧场
4课时

任务四：
诗词诵读技巧之态势
语言

能够在诗词朗诵中生动传神地
运用体态、手势、表情等。

4

（二）学情分析

根据前期课程实施情况、教学平台数据，以及校企合作单位反馈，分析学情

如下：

1.授课对象：2018 级播音与主持专业学生，其预期岗位是节目主持人、少

儿语言表演教师。

2.学习基础：具备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的基本知识。

3.素养基础：对诗词朗诵饱有热情，欠缺理解力、创作力。

4.思维特点：思维活跃，热情大方，但欠缺思考深度。

（三）目标分析

结合《高等职业学校播音与主持专业教学标准》《播音与主持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语音发声》课程标准，特制定如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诗词诵读中吐字归音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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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诗词诵读中气息控制的要领。

（3）逐步掌握运用以情带声的朗诵方法。

（4）掌握诗词朗诵中的态势语言。

2.技能目标

（1）能够体现音节的“枣核形”动程。

（2）能够正确运用胸腹联合式呼吸法。

（3）能够达到“我要朗诵”“非演不可”的兴奋和激动。

（4）能够生动传神地运用体态、手势等。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力求达到普通话一级乙等的专业素质。

（2）培养学生声音塑造的音韵美、节奏美、形象美、意境美。

（3）培养学生树立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

通过有声语言与态势语言的协调统一，准确诠释诗词意蕴。

2.教学难点

声音不够圆润、动听，形体僵硬、刻板。

（五）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法

整个单元始终以诗词诵读技巧为依托，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小组合作探究，

借助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2.任务驱动法

采用任务驱动法，巧妙设计各教学环节，环环相扣，有条理的使学生目标明

确地展开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主探索、主动学习的能力。

3.项目教学法

以“国风之夜”诗词咏诵会为导向，将《语音发声》《语言技巧》《节目主

持》《表演》等课程相融合，实现跨专业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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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手段

1.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课堂改革。

利用学习通平台进行课前导学、课中测试、课后跟踪练习；利用抖音录制视

频，与实际岗位对接；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贯穿课程始终，纠正语音错误；观看

《经典咏流传》《朗读者》节目，培养学生创新力与人文素养；微信平台编写观

后感，进行德育渗透。运用播音与主持专业公众号“游渊说”，拓展专业知识和

技巧。

2.运用生活用品，增添课堂色彩。

使用镜子、气球、香水等生活用品教学，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活实例相结

合，拓展学习空间，启迪学习思维。

（七）教学环境与资源

1.教学环境

播音主持实训剧场 播音主持实训室 智慧教室

2.教学资源

抖音 学习通平台

为你诵读 APP 《经典咏流传》AR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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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普通话测试软件

爱奇艺 QQ 音乐

“游渊说”公众号

（八）教学评价

1.评价构成

由学习通平台系统成绩、广播站实践表现、 “国风之夜”咏诵会演出效果、

抖音视频点赞量、校企合作单位实习表现。

2.评价要素

线上：学习进度、课前回答问题、课前、课后朗诵音频的评估测试、早功课

考勤（30%）；

线下：广播站实践（10%）、“国风之夜”诗词咏诵会演出效果（30%）、抖

音视频的点赞量（10%）、校企合作单位实习表现（20%）。

3.评价主体

课中环节学生互评，课后广播站实践、“国风之夜”咏诵会师生共同评价、

校企合作单位实习带班老师评价、抖音平台粉丝评价。

（九）特色设计

1.职业技能与中华文化素养培养相结合

坚持学生“技能为本，素质为上”，德艺双馨的理念。《经典咏流传》《朗

读者》节目帮助学生积累经典文化常识，培养中华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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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计紧密与岗位对接

以岗位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录制抖音视频，创设真实岗位

场景，夯实专业技能。单元课程结束，组织专业汇报演出，创造实践机会。参与

院团演出，真正意义实现产教融合。

3.学生自主排练，教师补充引导。

依托实训剧场，学生自主探究排练，教师补充引导。改变了从前“老师讲、

学生听”的传统方式，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演中学、演中教”的课堂效果。

三、 教学实施成效

（一）组织过程

教学全过程以教学平台为依托，借助优秀电视文化栏目、播音与主持专业公

众号等，开展课前准备、课上导学、课后拓展等自主学习活动。遵循“演中学、

演中教”的教学理念，采用项目引导、任务驱动、合作探究、案例分析等教学方

法。

1.课前准备

（1）接收任务

（2）录制朗诵音频

2.课上导学

（1）创设情境、录制抖音引出任务

（2）分析确定任务，调整教学实施

（3）案例分析，明确任务

（4）合作探究、小组讨论、反复练习

（5）总结评价，明确三维目标是否达成

3.课后拓展

（1）测试普通话，改进语音面貌。

（2）观看优秀节目，培养人文素养。

（3）多平台实践，夯实职业技能。

（4）接受专家评价，紧跟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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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过程

本单元采用项目教学法，以任务为导向，积极开发信息化资源，以“课前录

音——课中录像、分析、辅导——课后巩固”为主线，融合贯通理论知识、实践

知识和创新创作技能实施教学。各任务之间层层递进，最后完成项目的综合演出

——“国风之夜”诗词咏诵会。

（三）实施成效

本单元设计与实施得到了校企合作的少儿语言培训机构的认可，学生专业技

能得到了全面提高。通过云平台学习轨迹记载，学习参与度提高，学习兴趣浓厚；

课后成绩、任务完成度等明显优于课前。在省内朗诵比赛中，本班学生荣获省级

特金奖和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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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思与改进

（一）存在问题

1.因学院经费有限，专业相关资源库内容有限。

2.鉴于诗词诵读的艺术性，目前没有测试情感、声音、气息相融合的打分软

件。

3.虽然学生在省内外获奖很多，因学院宣传力度不足，每年招生情况并不乐

观。

（二）改进措施

1.继续推动产教融合双元育人

在现代化职教理念引领下，通过产教融合，进行资源共建，开发更多优质资

源服务教学。

2.构建网络智能化评价体系

亟需借助网络智能化发展，完善高水准、便捷性的测评手段，对学生学习成

果进行客观评价，实现教学评价标准化、多元化。

3.改进招生宣传办法

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引导下，面向市场，统筹多种资源，稳定并扩大

招生规模路径，增加生源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