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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有量　共筑和谐
——中职口语交际初入职场之《协商》教学设计

黄　艳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根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的规定，“正确运用口语进行有效的表达与交流，具备适应学习与生活需要的语言运用能力，

进一步提高口语交际素养”是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在《协商》一课的教学中，学生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了解协商在口语交际中的作用，

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脚本编写和自评、互评、师评三维评价，培养学生协同合作，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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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分析

中等职业教育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是学生习得沟通素

养和表达技巧的重要途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

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是“正确运用口语进行有效的表达与交

流，具备适应学习与生活需要的语言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口语

交际素养”。基于以上内容，在《口语交际之初入职场——协商》

的教学过程中，设定任务为“协助共同合作，商出人生精彩”。

在本教学任务中，学生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了解协商在口语交

际中的作用，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通过脚本编写和自评、

互评、师评三维评价，培养学生协同合作，商议解决问题的能力，

互敬互助，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并组织情景剧的表演，提高学

生的专业认同度，以协商为出发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为

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已系统学习《应聘》《答询》《洽谈》等多个

口语交际板块，大部分同学掌握口语交际的基本知识，但对协商

的知识点掌握不够。个别同学对洽谈技巧掌握不清。

〖认知能力〗具备语言理解与运用的能力，超过 76% 的人认

知到口语交际表达体现出金融专业的职业素养；个别同学不能很

好地理解对方表达的深层含义。

〖认知能力〗思维活跃，富有创意；喜欢合作、探索；喜欢

沉浸式体验；个别同学比较内向，口语表达时的手势过于频繁。

〖专业能力〗对职业有一定规划，就业目标明确，职场意识

较强；个别同学对职业素养方面的教学不太感兴趣。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口语交际中协商的含义、原则和技巧等；

2. 明白在与人商量时，要说清楚自己的事情，也要听清楚别

人的问题，才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能力目标〗

1. 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积极性，让学生乐于参与口语交际活

动，并在讨论中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2. 提高学生协商的能力，交流的双方都要注意互相尊重，互

相理解，说话要想好再说，避免口头禅，要连贯、简洁、有序、完整。

3. 培养学生的共情力，善于换位思考，有理有节。

〖情感目标〗

1.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 增强学生合作共赢的意识，始终牢记“命运共同体”理念。

教学重难

教学重点 有技巧地进行协商，说话连贯、简洁、有序、完整。

教学难点 在协商过程中如何根据一定的目的和特定的对象和

环境灵活运用，成功解决问题，达到合作共赢。

教学策略

教学理念：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依据中等职

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结合金融事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具

有金融行业职业素养的现代专业性人才。

教学模式：线下合作探究式

教学方法：教法：情景教学、任务驱动

学法：自主学习、分组探究

教学过程

课前

【设计问卷】设计制作《协商了解程度问卷》，完成师评。

【发布任务】在学习通发布学习任务。

【预习反馈】在线预习反馈，解答学生课前自学疑问。

〖设计意图〗1.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基本学习情况，收

集课前诊断性数据。2.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而培养一定

的协商学习能力，提高职业素养。协商微课

第一课时（40 分钟）

活动 1 趣味引导（5 分钟）分享学习强国《湖北宜昌：“一线协商”

巧解民生难事》新闻。

【提出问题】口语交际中的协商到底是什么 ?

【观看视频】进入老师所创设的情境中，带着问题观看视频。

〖设计意图〗结合金融事务专业特点，选择突出协商在民生

问题上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了解《湖北宜昌：“一

线协商”巧解民生难事》新闻时事，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合

作共赢、“共同体”意识。

活动 2 案例分析（10 分钟）协商遵循平等、真诚、互动、妥

协的原则。

【组织活动】组织学生分析生活中的协商案例。

【引导归纳】引导学生总结协商的基本原则。

【案例再现】通过动画技术，再现生活中的协商案例。

【小组探究】小组讨论，按照协商时需要具备的素养总结协

商的原则。

〖设计意图〗通过信息化手段，让学生沉浸式感受生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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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赋能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

活动 3 知识问答（5 分钟）

【检验效果】查看学生答题进度、成绩排行，实时检验课堂

教学效果。

【及时反馈】解析易错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快速答题】学生在学习平台答题，即时检验学习效果。

【解决问题】在答题过程中发现问题，调整学习进度，巩固

知识点。

〖设计意图〗答题手段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引起学生的求

知欲。在问答过程中，升华理解，巩固知识点。

活动 4 分组探究（5 分钟）协商的 5 大技巧：调节气氛、争

取同情、据理力争、消除防范、寻求一致。

【分配任务】分配五个情景分析任务，引导小组代表抽签。

【组织分析】组织小组分析情景中包含的协商技巧。

【认领任务】派代表抽签领取任务。

【分析情景】分析提供的协商情景，双方时如何协商解决问题。

【提炼技巧】从情景中提炼技巧，举一反三。

〖设计意图〗1. 以学生为中心，完成合作探究性学习，解决

教学重点。2. 体验协商过程，在小组合作中感受合作共赢的理念。

活动 5 小组展示（15 分钟）

【组织展示】组织学生展示研究成果。

【知识小结】小结各小组成果。

【引导画图】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思维共画导图。

【小组展示】派代表展示小组成果。

【聆听小结】认真听讲，巩固知识

【共画导图】一起完成思维导图，巩固知识点。

〖设计意图〗1. 培养学生自信心与合作意识，培养良好的金

融专业职业素养。2. 通过绘制思维导图，整合课程知识点。

第二课时（40 分钟）

活动 6 小组创景（10 分钟）口语交际实操：灵活运用协商技

巧达成目标一致

【发布任务】发布创设情景任务。

【巡回指导】组间巡视，观察小组合作。

【及时反馈】针对学生活动中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指导。

【接受任务】接受任务，小组分工。

【合作探究】小组合作确定协商双方，编辑脚本。

【修改完善】小组结合老师意见，修改完善脚本。

〖设计意图〗运用小组探究的学习方法认知重构，在过程中

能主动换位思考，创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金山文档编辑脚本

活动 7 协商 PK 赛（20 分钟）

【分配任务】组织小组抽签、指导编辑脚本、组织表演。

【组织评价】组织学生及时互评、自评、并给予小组鼓励性

师评。

【小组分享】小组派代表抽签、编辑脚本、表演。

【观看互评】仔细观看表演、教师评价，并作出自评互评。

〖设计意图〗学生自我展示，面对不同情景灵活运用协商技巧，

在竞争中共同提高进步，通过口语实战和三维形成性评价突破教

学难点。

活动 8 专家点评（5 分钟）

【连线专家】连线 XXX 大学汉语言专业教授对同学们的表演

进行点评。

【点评答疑】专家根据学生情景表演进行点评答疑。

【认真聆听】聆听专家对学生表演的点评讲解。

【记录建议】仔细记录专家的建议。

〖设计意图〗通过专家点评，进一步提升学生协商交际的能力，

提高职业素养。

活动 9 总结升华（5 分钟）主题升华：职业素养、共赢意识、

和谐社会

【组织投票】评选出“最佳协商组”与“最佳脚本编写小组”。

【总结升华】工作绝对不只是赚钱养家，更主要的是实现个

人价值、提升自我幸福感。而基于信任与共赢的协商艺术，还包

含了卓越的职业心态和服务意识。

【平台投票】在学习平台投票，评选出最佳协商组等。

【情感升华】“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平共处的密

码就在文明的互相交流，互相协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互鉴而丰富。

〖设计意图〗1. 通过总结升华，树立正确职业观、提高职业

素养。2. 增强共赢意识，“共同体”理念，共创文明和谐社会。

课后拓展：智慧职教平台观看《协商调解》。

根据线上数据反馈推送选学作业和教学资源。根据教学反馈，

针对薄弱知识点推送教学资源与小测，在线指导学生学习。对学

生进行总结性评价。学生完善课堂脚本编写。

进行课程总结性自评、互评。

〖设计意图〗1. 通过个性推送，实现分类教学和精准教学。2. 阶

段的总结性评价为后期教学提供依据。

课后反思

本次教学效果良好，教学目标高度达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在掌握协商的沟通原则和技巧，基本能够灵活运用技巧进行

协商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在协商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

职业素养，增强了学生的合作共赢观念，增强学生以协商为核心，

共创和谐社会的同心圆信念。在口语交际协商的实战演练中，教

学方式上坚持体验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协商中汲取

文化自信的力量，激发学生对金融事务专业的热爱，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

个别同学对金融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协商知识的了解和积累不

够。在小组讨论环节出现个别学生不够积极主动。可通过小游戏

的方式吸引学生对协商的探究和深入了解。教师通过问题引导方

式引导学生参与讨论，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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