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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２学时《演讲稿写作课》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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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演讲稿写作教案编写的角度入手，阐述了演 讲 及 演 讲 稿 的 概 念、特 征、格 式 和 写 作 技 巧，并 创

新教学方式方法，应用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同时，以两篇演讲稿为例，深入

比较分析，对如何写好演讲稿提出诸如巧妙应用比喻、比 拟，使 演 讲 稿 生 动 感 人；运 用 排 比、顶 真 等 修 辞 手 法，提 升

演讲气势；引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增强演讲文化 底 蕴；适 当 的 设 问、反 问，烘 托 气 氛，增 加 演 讲 感 染 力 等 写 作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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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是指在公众场所，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以体态

语言为辅助手段，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鲜明、完整地发表自己

的见解和主张，阐明 事 理 或 抒 发 情 感，进 行 宣 传 鼓 动 的 一 种

语言交际活动。演讲有不同的模式，这是由我们演说的目不

同决定的。有的演说是要为听众提供信息，教会听众一项具

体的技能，是 知 识 性 的，我 们 称 之 为 信 息 式 演 说，如 学 术 报

告、专题讲座等；有的是阐述观点、说服他人、鼓动情绪的，我

们称之为观点式演说，如政治类演讲，包括工作报告、就职演

说、竞选演说、各种宴会会议上的致辞讲话等；有的是在特定

的场合临时发表的演说、辩论辞，事先没有讲稿，我们称之为

即兴演说。［１］一 般 来 说，除 即 兴 演 讲 外，演 讲 时 大 都 有 讲 演

稿，演讲稿是在较隆重的集会和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文稿。演

讲稿的写作是领导、管 理 者、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和 秘 书 人 员 必 备

的一项素质，也是大学生必须学会的一项本领。

那么，如何上好２个学时的演讲稿写作课呢？本人根 据

多年《大学应用写作》教学经验，总结设计了一堂２个学时的

演讲稿写作课的教案。

一、课前准备

１．明确教 学 目 标。通 过 教 学，让 学 生 了 解 演 讲 稿 的 概

念、特征，初步掌握演讲稿的写作技巧。

２．选好重点 与 难 点。重 点 是 讲 解“观 点 式 演 说”演 讲 稿

的写作，即 就 职 演 说、竞 选 演 说 等 学 生 感 兴 趣，实 际 学 习、生

活用得上的内容；难点是在互动过程中如何调动学生上讲台

演讲的积极性，如何把握课堂时间进度。

３．应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在上一堂其他应用 文

体课下课时，提前给 学 生 布 置 作 业，让 学 生 准 备 好 一 篇 竞 选

某一个岗位（如学生 会 干 部、班 长、某 公 司 经 理 等）的 竞 选 演

讲稿，并登台演讲。

４．多媒体 准 备。精 选 如 马 丁·路 德·金《我 有 一 个 梦

想》或马云等演讲名 家 的 演 讲 视 频 片 段，必 要 时 供 同 学 们 赏

析。

二、导入新课

１．思想导入。以耳熟能详的古今中外名人、演说家如 孙

中山、陈独 秀、毛 泽 东、闻 一 多、马 丁·路 德·金、拿 破 仑、丘

吉尔，甚至反面人物 希 特 勒 等 为 例，说 明 演 说 对 事 业 成 功 的

作用、意义。让同学 们 知 道 成 功 的 讲 演，能 增 加 与 听 众 交 流

的效果，引起听众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是杰出的演说家，曾为传播

进步思 想、宣 传 科 学 理 论、伸 张 正 义、抨 击 黑 暗、唤 起 民 众 觉

悟而进行过彪 炳 青 史、感 人 至 深 的 著 名 讲 演。当 然，成 功 的

讲演离不开 好 的 讲 演 稿，一 篇 好 的 演 讲 稿 是 成 功 演 讲 的 基

础。

２．视觉导入。播 放 事 先 准 备 好 的 名 人 演 讲 视 频。让 同

学们对演讲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和感受，为下一步自己上台演

讲做心理准备。

三、互动环节

１．学生演讲。首先鼓动学生自己主动上台演讲，锻炼 学

生在公开场合说话 的 胆 量，根 据 经 验，第 一 个 能 主 动 上 台 的

可能性较小，学生有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老师要多鼓励；如

果没有 人 带 头 上 台，就 按 点 名 册 点 将。时 间 以５～６分 钟 为

限，人数以４～５人为宜。

２．老师点评。以鼓励为主，对学生演讲过程中好的一 面

给予 肯 定；对 不 足 之 处 给 予 指 点，尤 其 对 演 讲 的 格 式、内 容、

布局、语言应用等与 演 讲 稿 写 作 有 关 的 事 项 给 予 关 注，为 下

一步写作内容讲解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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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师生互动。关于 怎 样 演 讲、如 何 演 讲、演 讲 中 应 注 意

哪些问题进行互动。由学生提问，老师解答。

四、内容讲解

由于“观点式 演 说”，即 就 职 演 说、竞 选 演 说 等 演 讲 稿 的

写作格式、内容、要 求 基 本 一 致，写 法 大 同 小 异。所 以，在 上

述１学时互动的基础 上，我 们 精 选１～２篇 学 生 感 兴 趣 的 演

讲稿为例，安排１学时进行讲解。本文选兰州大学王乘校长

在２０１５级 新 生 开 学 典 礼 暨 军 训 开 训 典 礼 上 的 演 讲《以 实 际

行动诠释兰大之美》［２］和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９日秀山县委 新 任 书

记代小红在的全县干部大会上的演讲［３］为例进行讲解。

１．演讲及演讲稿的主要特点。

１）针对性。根据演讲对象的不同，演讲稿的内容要有针

对性，演讲者 必 须 事 先 研 究 听 众 的 喜 好 和 心 理 甚 至 文 化 程

度，明 白 他 们 对 什 么 感 兴 趣、关 心 什 么、想 了 解 哪 些 信 息，相

对应演讲方式和深浅难易程度也因受众不同而有所侧重，或

及时调整把握。有 时，还 要 事 先 预 测 受 众 的 接 受 效 果。如，

兰州大学王乘校长演讲的对象是入学不久的新生，他们渴望

了解学校的发展史，希 望 得 到 校 长 的 指 导；而 代 小 红 面 对 的

则是上级领导和全县干部，表达方式当然与校长对学生的表

达方式不一样，要赞美、要歌颂、最后还要表态。

２）鼓动性。讲演的目的是动员听众做什么，说服听众怎

么做，有强烈的目的，没有目的不会耗时耗力去演讲。因此，

演讲要以情感人，激发听众共鸣，才能达到最佳传播、说理效

果。演讲的语言 表 达 要 力 求 形 象、生 动，富 有 感 染 力，否 则，

演讲稿写得平淡无味，毫无新意，演讲者讲得再卖力，也收不

到好的效果。

３）有声性。讲演 要 能 将 无 声 文 字 演 讲 稿 通 过 演 讲 者 的

讲演变 为 有 声 语 言 传 播。因 此，写 作 时 要 写 得“上 口”、“入

耳”，符合演讲者本 人 的 语 言 特 色，迎 合 听 众 的 风 俗、偏 好 和

接受习惯。要用短句子，多用排比、顶真等修辞手法，读起来

朗朗上口，讲得悦耳动听，演讲者好记、好说，观众好听、好理

解，要力争做到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此外，演讲稿的语

言风格还要符合演讲者的口头表达习惯。

２．讲演稿 的 格 式 规 范。讲 演 稿 的 格 式 一 般 由 标 题、称

呼、正文三部分构成。

１）标题。标题无 固 定 格 式，一 般 有 揭 示 演 讲 主 题 型，如

《以实际行动诠释兰大之美》；揭示会议内容型，如《在全县干

部大会上的讲话》；提 出 问 题 型，如《理 工 科 大 学 为 什 么 必 须

开设大学语文课》等等。

２）称呼。称呼提行顶格加冒号，根据受听对象和讲演内

容需要决定称呼。常用“女生们、先生们：”、“同 志 们：”等；也

可加一些约 定 形 成 的 定 语 渲 染 气 氛，点 出 来 宾 中 的 首 长 姓

名，以示尊敬，如 例 文 中 的“尊 敬 的 范 鹏 校 友，老 师 们、同 学

们：”，“尊敬的和平部长、泽洲书记，同志们：”等。

３）正文。正 文 一 般 由 开 首 语、正 文 和 结 束 语 三 部 分 构

成。

开首语要先声夺人，富有吸引力。开场白犹如戏剧开头

的“镇场”，要开门见山，亮出主旨；叙述事实，交代背景；提出

问题，发人深省。

正文即主体内容，要层层展开，环环相扣，步步推向高潮

（在下部分重点论述）。

结束语是演讲 能 否 抓 住 人 心，达 到 目 的，走 向 成 功 的 关

键，要力争达 到“虎 头 豹 尾”的 效 果。常 用 总 结 全 文，加 深 印

象；提出希望，鼓 舞 人 心；表 达 决 心，宣 誓 信 心；回 应 标 题，呼

应全文；感谢大 家，表 达 诚 意。要 做 到 干 净 利 落，简 洁 有 力，

切记画蛇添足，节外生枝。

３．讲演稿的写 作 技 巧。一 场 成 功 的 演 讲 首 先 取 决 于 一

篇高质量、高水平的 演 讲 稿，成 功 的 演 讲 稿 要 有 强 烈 时 代 特

色和青春气息，优美的文笔和严谨的逻辑，说理要论据充分，

表达真实感人，要 有 感 染 力、吸 引 力 和 说 服 力。写 作 时 除 了

要了解 演 讲 者，即 主 体 的 演 讲 习 惯、风 格、语 言 特 色 外，还 要

充分掌握听众，即客体的性格、年龄、教育程度等。

具体写作演讲稿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和灵活应用以下写

作技巧：

１）巧妙运用比喻，以奇致胜。巧妙运用隽永、新奇、精 妙

的比喻，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使深奥的道理浅显易懂，

使复杂的事物 简 单 化，使 人 眼 前 一 亮。巧 妙 设 喻，可 以 有 效

地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和语言表达的美感，进而提高演讲语言

的感染力，抓 住 听 众 的“耳 朵”，提 高 受 众 的 接 受 度。如 兰 大

王乘校长在２０１５级 新 生 开 学 典 礼 暨 军 训 开 训 典 礼 上 的 演

讲，开篇就对“最年轻 的 兰 大 人”提 出 了“兰 大 之 美”的 概 念：

兰州大学，简 称“兰 大”，有 人 说“兰 大”二 字 组 合 起 来 就 是

“美”字，就有了“兰 大 为 美”的 说 法。紧 接 着 用 了５个“兰 大

之美，美在ＸＸ”的小标题，贯 穿 全 文，纲 举 目 张，架 起 了 全 文

的框架结构，使听众或读者感觉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一目了

然。在结尾时，又号召，“要从小事做起、从基础做起，一步 一

个脚印，积跬步 致 千 里。不 管 学 习、做 事，还 是 为 人，都 以 实

字为准则，以实架起通往学业有成、生活幸福的桥梁，以实际

行动展现兰大 之 美、诠 释 兰 大 之 美”。首 尾 呼 应，层 层 递 进，

步步深入，把演讲推向高潮，也使主题得到了升华。

２）善于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增强演讲气势和感染

力。写演讲稿时，在文中或段首，恰当地运用排比句，能增强

演讲的视听效果，使演讲震撼、生动、活泼、抒情，抓住听众的

心，调动听众的情绪。如秀山县委新任书记代小红在全县干

部大会上的演讲应用“初 识 秀 山”、“又 识 秀 山”、“再 识 秀 山”

三个段落的排比，文字华丽，语言优美，从秀山县唯美的自然

风景，璀璨的历史文化，再到自古以来繁荣的商业贸易，充分

显示了演讲者对这座 充 满 盎 然 生 机 的 美 丽 地 方 的 憧 憬 和 向

往。作者运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用华丽的辞藻、浓烈的

笔墨给人一种 雄 浑 的 气 势，具 有 强 烈 的 感 情 冲 击 力。同 样，

在《以实际行动诠释兰大之美》中，王校长用了“兰大之美，美

在担当”、“兰大之美，美在坚韧”、“兰大之美，美在勤奋”、“兰

大之美，美在求实”、“兰大 之 美，美 在 进 取”５个 排 比 段 落，层

层递进，逻辑严谨，气势如虹，充分体现了这篇演讲词的结构

之美。

３）引用仿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增加演讲的文化气息和

美感。适当地引用、仿用名言警句，诗词歌赋，网络、社 会、切

中时代利弊的新词，甚至顺口溜、歇后语等，不仅能增加文化

气息，而且能使语言生动活泼，激发听众的热情，让人们在轻

松愉悦 中 受 到 感 染、熏 陶、启 迪，领 悟 到 演 讲 的 艺 术 氛 围，感

受到演讲者的文化 魅 力。如 在《以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兰 大 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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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用了兰大“做西 部 文 章，创 一 流 大 学”的 办 学 理 念，列 举

了兰大的“骆驼印象”、“胡 杨 精 神”，论 述 了“自 强 不 息、独 树

一帜”为核心的兰大 精 神，为 新 生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校 史 和 大

学文化课。在代小红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的演讲中，引用了沈

从文先生笔下的《边 城》优 美 而 流 畅 的 语 言 文 字，“近 水 人 家

多在桃杏花里，春天 只 需 要 注 意，凡 有 桃 花 处 必 有 人 家…秋

冬来时，房 屋 在 悬 崖 上 的、滨 水 的，无 处 不 朗 然 入 目，黄 泥 的

墙，乌黑的瓦……”；演讲中引 经 据 典，“精 读《论 语》，我 们 会

被孔子“仁者爱人”的 情 怀 所 感 动；深 研《孟 子》，我 们 会 被 孟

子“民重君轻”的思想所折服；学习《庄子》，我们会被庄周“物

我两忘”的境界所向往；翻阅《出师表》，我们会被“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忠贞所 激 动；打 开《岳 阳 楼 记》，我 们 会 被“先 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 之 乐 而 乐”的 胸 怀 所 升 华……”，表 现 出

演讲者深厚的文化功底，让人肃然起敬。

４）提出希望，表明态度，彰显主题，以真情感人。写 演 讲

稿时，一定要把演讲 者 的 观 点、主 张 与 思 想 感 情 传 达 给 听 众

或读者，使他们信服、接受，达到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的目

的。尤其在演讲结尾时，作为领导演讲，要提出希望，感情要

真挚，态 度 要 明 确；作 为 就 职 或 竞 选 演 讲，要 表 明 立 场，态 度

要端正、诚恳、真挚。如在《以实际行动诠释兰大之美》中，最

后王乘校长向新生 提 出 希 望，“希 望 同 学 们 认 真 研 读 一 下 我

们的校史，以 前 辈 师 长 为 榜 样，怀 揣 崇 高 理 想、勇 担 历 史 责

任，将个人发展与国 家 需 要 紧 密 结 合 起 来，在 报 效 国 家 的 行

动中成就精彩人生。”，“你们要继承兰大人的优良传统，勤于

学习、善于思考、乐于实践，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以扎实的知

识储备、良好的学习能力、过硬的综合素质，自信地迎接不断

变化的世界和不断前进的中国所带 来 的 机 遇 和 挑 战”；在 代

小红的演讲中，最后 表 态“我 恳 请 同 志 们 给 我 一 定 的 时 间 熟

悉秀山 的 党 情、县 情、民 情、干 情 和 社 情；我 恳 请 组 织 对 我 更

加严格 要 求；恳 请 班 子 成 员 给 我 指 点、鼓 励；恳 请 老 领 导、老

同志们 关 心、帮 助；恳 请 各 级 干 部 和 同 志 们 配 合、支 持；恳 求

秀山人民给我 以 理 解、信 任。我 坚 信 在 市 委、市 政 府 的 领 导

下，在同志们的共同 努 力 下，我 们 一 定 能 够 实 现 市 委 市 政 府

确定的“把秀山建设成为渝鄂湘黔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高地和中等城市”的目标。”

此外，写演讲 稿 时，还 可 以 适 当 的 应 用 设 问、反 问 等 方

式，吸 引 听 众 注 意 力，启 动 听 众 思 维，促 使 人 们 思 考，把 听 众

的思想注意力吸引 到 演 讲 现 场，紧 跟 演 讲 者 的 思 维；增 强 语

势，叩问主体，突出思想表达，增加演讲语言的现场感染力。

总之，形象生动的比喻，气势恢宏的排比，名言警句的引

证，感 情 丰 富 的 设 问，无 不 体 现 出 演 讲 词 的 语 言 美、结 构 美、

意境美，使演讲更生动、更感人，说理更透彻、更深刻，更能抓

住人心；一些修正手 法 的 巧 妙 应 用，能 使 演 讲 条 理 更 清 晰 明

确，现 场 气 氛 更 欢 快 热 烈，使 听 众 有 醍 醐 灌 顶，豁 然 开 朗，如

沐春风，从而更好地感受、领悟语言之美，接受你演讲所传递

的观点和表达的真谛。

五、结　语

单纯的演讲稿写作讲解比较简单，但要在有限的２学时

内让学生了解演讲，掌 握 演 讲 稿 写 作 的 技 巧，给 学 生 传 播 大

量的知识信息并 不 容 易。只 有 让 学 生 参 与 了 组 织 演 讲 活 动

的过程，体验了登台演讲的感受，现场感受了演讲会的氛围，

才能有效调 动 起 学 生 学 习 的 兴 趣，才 能 对 所 学 知 识 记 忆 深

刻。另一方面，除个 别 学 生 干 部 外，大 部 分 学 生 在 校 学 习 四

年，并没有在公 众 场 合 发 言 的 机 会，更 别 说 上 台 演 讲 了。所

以，我 们 要 创 造 机 会，在 课 堂 上 挤 出 几 分 钟 时 间，交 给 学 生，

让他们锻炼在公众场合讲话的胆量和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也符合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关

系，符合教学论中“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经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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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演出，与其说是教学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教学思路，我

们还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教学改革模式，即使是一个老师也要

根据不同班级的学生因材施教，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

实现汉语言文学专 业 的 培 养 目 标，更 好 地 提 升 课 堂 效 率，培

养出优秀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当代文学课程由原本纯

理论课程，转变成更注重实践性的课程了。

总之，对于汉语 言 文 学 专 业 现 当 代 文 学 课 程 来 说，教 学

改革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教材内容的选择，教学课时的调整，

教学方式的改变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

门精彩的课程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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