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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演讲》“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之“爱”
张松仪

（辽东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1）

摘要：本文以《日语演讲》课程中写作手法之一“起承转结”的课堂为例，结合“灾难无情、人有情、大爱无疆见真情”主题，从教学目标、

案例意义、思政教学内容、具体的实施过程和考核几个方面，来探讨课程思政在日语专业专业课教学中应用的可能性，旨在为高校日语

专业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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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并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随着教育部

下发《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文件，提出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本科

教育教学改革，把建设课程思政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坚持

知识传授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原则，教师要充分挖掘各类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蕴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日语演讲》日语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为了让学生

了解日语演讲的技巧。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提高学生在公共场合的

日语演讲能力，教导学生学会演讲稿的写作方法，使学生能够流

畅的、有理有据的、令人产生共鸣的、幽默的、艺术性的表达自

己的观点。本门课程的开设能够达成学生具备优秀品德素养、日

语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工作中能够自信发表自

己的观点能力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本文以日语演讲稿的写作

手法“起承转结”为例，探讨如何把思政元素自然的融入课堂教

学当中。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一篇好的演讲稿所需具备的条件；通过启发式、

讲述法让学生掌握日语演讲稿中“起承转结”的写作手法并能够

运用“起承转结”手法来创作主题演讲稿。

能力目标：通过思考选择什么样的故事、题材，怎么表达才

能准确地传达给听众等演讲稿的创作来提高学生的思辨、创新能

力，语言组织、应用能力；通过思考如何表达才能使海外读者容

易接受、容易理解来讲述中国故事，以及传播中国声音的叙述能

力来提高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素质目标：通过在案例中描述在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的众志成

城、解放军的义无反顾、平凡你我他的大爱事迹等中国故事，在

无形中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全面的理解，激励学生

的爱国精神、大爱情怀、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创新精神。

思政教学目标：通过课程思政的引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信党的领导，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

坚定信念，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案例意义

好的中国的故事是指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

式中，涵盖于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阶级中，能够多层次反映中

国人面向全人类的坚守与胸怀，多方面体现中国人回应自然、社

会、自我挑战中所有的积极努力，多角度表达中国人的生活、情

感和价值诉求，多样化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为了追

寻梦想、实现价值而坚韧勤劳、机智勇敢、创新创造的故事。本

课笔者以“爱”为主题讲授演讲稿的写作方法与表达方式，“爱”

的故事有很多，有母爱、父爱等的亲情之爱，有挚友之间的友情

之爱，有恋人之间的刻骨铭心之爱，这些爱很美好，但都是“小爱”。

还有一种“爱”是“大爱”，是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的奉献之爱。

“爱”的主题很常见，却是个永恒的话题。本课通过讲述在地震、

洪水等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全国上下风雨同舟，不畏艰险，解放军

用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冲锋在“第一线”的生动鲜活

的故事，反映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共度时艰，战胜困难的精神，

从而了解中华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怀的人文情怀，增强

学生的大爱意识、民族自豪感。

三、教学过程实施

（一）教学内容

演讲稿的写作技巧，共分为十二个学时，每个学时介绍一种

比较常用的写作方法，本课介绍的是“起承转结”法。在讲解写

作方法时会配具体实例讲解，在实例的选择上会选择贴近生活、

浅显易懂、实用性强、符合当下世情、具有一定意义的内容，包

括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为主线的家国情怀、文化素养的；

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坚定文化自信的；红色文化；优秀传统

文化等具有指向性的思政元素的内容。本课选择的是“爱”的主题，

以“灾难无情、人有情、大爱无疆见真情”为主旋律。

（二）学情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高校日语专业的大三学生，通过大一、

大二两年的学习，具有一定的语言基础，能够组织语言完成演讲

稿的写作及发表。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整体对时代新闻

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关注度，且对“灾难无情、人有情、大爱无

疆见真情”这一主题具有思考、辨析、创新能力，且一定有话想说、

有话要说。

（三）教学理念

本课采用的教学方式是诱发式教学法，通过抛出问题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以抢答、自由回答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

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提高课堂主体意识的同时对课堂思政主题也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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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作主题演讲文这一“产出导向”为驱动，提升学生综合运用

能力。最后在以课堂发表的形式，让学生思考如何让听众产生共鸣，

如何表达与叙述能够具有感染力，从而提升学生用日语讲好故事

的能力。

（四）具体实施过程

首先对上节课所学写作手法进行回顾与总结，导入新课内容。

通过学生运用上节课所学写作手法创作演讲稿并发表的形式，

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并让学生针对发表的演讲谈自己的

感想和感受，达到相互学习的效果。最后由教师点评、反馈与总结，

并引出新课内容——起承转结写作法。通过抛出什么是起承转结

法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兴趣。

其次，写作手法的介绍。

通过PPT讲解起承转结的概念：“起”是导入部分，提出话题；

“承”是进入实际内容；“转”是内容发展变化，达到顶点；“结”

是归结。结合具体文章《最美的人》实例说明与解释起承转结写

作手法。

第一，延伸。

通过文章引申给学生看“最美解放军”的视频，视频选摘抖

音平台的“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账号。通过观看解放军

奋战在各种“战场”（地震、洪水、边疆等等）第一线的美丽瞬间，

导入本课的主题“灾难无情、人有情、大爱无疆见真情”。在布

置任务之前，首先讨论什么是“大爱”？引导学生不能只局限在

人民解放军，奋斗在工作岗位第一线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们，不

求回报的志愿者们，甚至是平平凡凡普通的你我他，都可以实现“大

爱”。

第四，布置任务。

要求小组讨论“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大爱故事是什么？原因是

什么？或是最感动的‘大爱’故事是什么？或什么故事最符合主题，

最能引起共鸣？作为大学生的自己能够做什么？”通过学生的讨

论和发表，进一步深刻意识到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共度时艰，

战胜困难的精神，从而了解中华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怀

的人文情怀，增强学生的大爱意识、民族自豪感。讴歌在灾难面前，

中国普通百姓的大爱，平凡的、身边的、自己的故事，更加生动、

活泼，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说服力，更能打动人心。

第五，作业。

利用“起承转结”写作方法，结合讨论的结论，创作演讲稿，

录制视频上传线上课程平

台或在下一节课上发表，旨在考查学生“起承转结”写作方

法的掌握情况和增强学生语言学习的体验性，加大学生的语言输

出力度，从而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思辨创新能力、信息技

术运用能力、表达能力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四、教学考核评价

《日语演讲》课程的考核方式由平时成绩（10%）+阶段考核

（40%）和期末考核（50%）组成。其中平时分数包括课堂出勤情

况（5%）和课堂表现情况（5%）；阶段考核为能力测评，包括四

次作业（40%），主要是主题演讲稿的创作与发表，总计为 40分。

期末考核为命题演讲（50%），运用一学期的写作手法创作演讲

稿并演讲，总计 50 分。

评价方式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

性评价注重检测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及平日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结

果性评价重在反馈教与学存在的问题。考核评价分为教师评价、

生生互评；线上、线下模式。以本课为例：

（一）教师评价：

1. 主题是否鲜明，是否反映了人间大爱、人间真情、或为了

祖国舍弃“小我”等的中国情怀。

2. 是否运用了“起承转结”的写作手法，运用的是否得当。

3. 整篇文章逻辑是否合理、句子是否同顺、有无文法错误。

4. 在发表时，是否有感染力。

（二）生生互评：

1. 故事内容是否完整，是否贴合主题，是否能产生共鸣。

2. 语言运用是否浅显易懂，语言表达是否得体。

3. 发表时的语音、语调，神态，表述能力是否具有感染力。

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评价体系，通过教师评价能够

容易发现学生的进步和优点，并会针对不足给予说明，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以鼓励学生为主，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尤其是对主题鲜

明的同学予以表扬，从而无形中加大思政融入的意义。通过生生

互评，可以让学生通过评价来找自身的不足，切身的体会作为一

个发表者应该注意的事项，在点评中学习，在点评中更深刻的了

解主题思想，从而达成整个思政元素的融入。课堂时间只有 90 分

钟，无法让所有的学生发表，没发表的同学，把自己的演讲上传

到课程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评价模式。同学们在写作、发表、

讨论、反馈、评价的过程中实现了本堂课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素质目标和思政目标的达成。

五、结语

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不是刻板生硬的导入，也不是思政课程

和专业课的各自为战，课程思政的融入是为了使学科内容更丰富

更具有意义。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肩负着向外国人介绍中国、

传播中国的重任。在未来新文科建设的大潮中，让学生会用外语

讲中国故事，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提高

中国影响力是学习外语的中国大学生和教授外语的高校教师亟待

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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