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播音创作基础 授课课时 2课时

授课内容 第十章 语气

授课年级 专业 班级 人数

本科二年级 播音与主持艺术 播音（本）2004 每组 20人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教

材

名

称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编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

教

学

参

考

资

源

1.图书资源：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著，中国传媒

大学出版社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理论与实训教程》施玲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实训教程》李静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互联网资源：

网易云课堂：https://study.163.com/
网易公开课：https://open.163.com/
中国大学MOOC慕课网：https://www.icourse163.org/
腾讯课堂：https://ke.qq.com/
TED演讲官网：https://www.ted.com/

3.其他资源：

央视新闻公众号

播音中国公众号

中国配音公众号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掌握语气的感情色彩和分量并熟悉具体思想感情支配下不同声

音形式的特点及语势的分类；

能力目标：具有应用语气技巧分析文稿及播读的能力；具有基于模块和小

组协作的自学能力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语言创作的能力。

素质目标：树立正确的喉舌观念，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具有维护祖国语

言文字纯洁和健康的基本职业素养。

学

情

分

析

具备条件：本次课的教学对象为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学生

经过艺考培训以及一年级语音发声训练，具备相对标准的语音语貌，对语

言创作有初步认识。

不足之处：学生对语言表达技巧不能熟练应用，对有声语言表达仍处于对

形式美的追求阶段，忽略意蕴美的传达，难以运用到不同稿件的处理中。



教学重点 能够掌握语气的感情色彩和分量及其支配下不同声音形式的特点。

教学难点 能够熟练准确地运用语气表达技巧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稿件的处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问题驱动法(PBL)、互动讨论、课堂实践

教学手段：板书、多媒体、学习通、配音秀 APP

思政育人

手段

1. 精选课堂案例分析：包括现当代文学作品《秋天的怀念》；纪念抗

日战争作品《军礼》、《不朽的军魂》；经典传统名著《西游记》；经典

传统文学宋词等。通过对经典文字素材的选择，引导学生在备稿、练

稿、磨稿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培育情感价值。

2. 以语言表达的“真”和 “准”为两个基本点进行教学，时刻强调

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和传媒人的“喉舌”意识。

作业与

思考题

高阶挑战：根据给定电影《长津湖》中的一分钟片段，完成配音并上

传至配音秀 APP。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在创新改革中，本课主要出现两个问题。首先，小组任务比较繁

重。本次课的开展是在期中阶段，有的学生需要完成 7 门课程的小

组任务，压力过大，影响了学习效果。在今后的课程中要适当调整任

务量级，保证完成质量。

配音类及电台类APP的作品发布及评价功能可以满足课程所需，

并将学生作品投入市场接受市场检验，但平台过于单一，课后拓展受

限。在今后的改革中会继续探索其他技术手段，提升教学质量。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

步骤
教学内容

教师

活动

学生

活动

课 前

预习

预习资料：预习学习通下发的语气理论知识。

观看微课：观看学习通上传相关微课视频。

完成分组：根据预习模块选择，完成自建小组。

设置探究

问题，激

发学习动

机、探究

动机

进入学习

情境，形

成学习心

理准备

课 中

导入

部分

新课

引入

主讲

部分

学生自我认知阶段：

1.观看北京冬奥会的 AI虚拟气象主播“冯小殊

气象播报视频；

2.观看冯殊老师本尊的真人气象播报。

教师引导学习阶段：

1. 结合观看视频，引导学生讨论；

2. 根据讨论结果导入所讲内容——语气。

引入本节内容

教师讲解

1.语气的概念

语气是思想感情运动状态支配下语句的声音形

式。

2.细化理解

第一，具体的思想感情是语气表达的灵魂。

第二，声音形式是语气的外形，是具体思想感

情的载体。

第三，就是我们的语气是以句子为单位的。

伙伴学习：

1.学生根据所选知识点，分成红、绿、蓝、黄

四组；

2.每组认领各自任务卡；

3.每小组成员完成经讨论后完成任务卡知识讲

解。

播放视频

提出问题

引发思考

讲解梳理

提出启发

性问题、

提 供 学

习，策略

指导

观看视频

完成讨论

回答问题

认真听讲

适当回应

记录重点

收集、分

析、加工、

评价信息



学习

重点

讲解

合作探究 协作交流：小组阐述 教师评价总结

1.红色小组：学习任务——语气的色彩。

语气的感情色彩，主要是指语句所包含的

是非和爱憎。是非，指态度方面的具体性质；

如赞扬、支持、反对、犹豫等；爱憎，是指情

感方面的具体性质；喜悦、热爱、憎恨、冷漠

等。

案例分析：

①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

②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

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③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④妹妹也懂。⑤

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选自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教师评价：必须需要根据上下文来把握，既要

找句子准确的共性语气，又要找到它的个性语

气。

2.绿色小组：学习任务——语气的分量。

语气的分量表现为对语气色彩程度的把

握。我们可以将语气的分量分为重度、中度和

轻度。一般来说，表现重度份量的时候，感情

色彩非常鲜明，口腔控制和气息控制都相对较

强，重音很突出，而中度和轻度分量则呈现递

减趋势，口腔控制和气息控制都相对减弱。

案例分析：

他轻轻拂去战士肩头的积雪，猛然发现他

身上竟然穿得那样单薄，单薄得像一张纸。“棉

衣，棉衣呢？为什么没有给他发棉衣？”军长

两眼发红：“军需处长呢？”警卫员在发愣。“给

我找军需处长!”还是没有人应声。“快！给我

找军需处长！”

——选自《军礼》

教师评价：语气的感情色彩和分量，必须以无

产阶级的党性和党的政策为核心，必须以真善

美为标准，失去这个共性，就会貌合神离，模

糊乃至歪曲文本的精神实质。

3.蓝色小组：学习任务——不同语气色彩声音

形式的具体特点。

我国播音界泰斗——张颂老师在《朗读学》

里进行了十类感情色彩的声音形式特点的概

提供协作

交流，问

题解决的

工具。协

作策略指

导，组织

并参与讨

论

讨论、共

享资源、

信息，解

决问题，

内化知识

和方法，

意义建构



学习

重点

讲解

第一

堂课

小结

括：

爱的感情 气徐声柔 口腔宽松 气息深长

憎的感情 气足生硬 口腔狭窄，气息猛塞

悲的感情 气沉声缓 口腔如负重，气息如

尽竭

喜的感情 气满声高 口腔似千里行舟，气

息似不绝清流

惧的感情 气提声凝 口腔似冰封 气息像

倒流

欲的感情 气多声放 口腔积极敞开，气息

力求畅达

急的感情 气促声短 口腔似弓箭，飞箭流

星，气息如穿梭

冷的感情 气少声平 口腔宽松 气息微弱

怒的感情 气粗声重 口腔如鼓 气息如椽

疑的感情 气息声黏 口腔欲松还紧，气息

欲连还断

教师评价：要以对文本的精心分析、具体感受

为根基，以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为血脉，用恰

当的声音形式来体现不同的感情色彩。

4.黄色小组：学习任务是——语势。

目前我们将语势分成五个类型：

一、波峰类：句子的两端低，中间高。

比如：现在是讲卫生节目。

二、波谷类：句子的两端高，中间低。

比如：鱼在水中游。

三、上山类：句首位置相对较低，继而逐

渐上行，句尾声音相对最高。

比如：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四、下山类：句首声音相对较高，然后逐

渐下行，句尾声音相对较低。

比如：疑是银河落九天。

五、半起类：句首位置较低，逐渐上行，

行进至中途停止。

比如：先生，您找谁？

教师评价：语势就是有声语言的发展趋势，是

一个句子在感情运动状态下声音的态势。我们

把握了语势，才能杜绝固定腔调。

根据四组学生学习要点阐述，完成语气理

论知识图谱梳理。

提供协作

交流，问

题解决的

工具。协

作策略指

导，组织

并参与讨

论

教师讲解

讨论、共

享资源、

信息，解

决问题，

内化知识

和方法，

意义建构

回顾知识

重点记录



课间休息十分钟 进入第二堂课

进入

实操

环节

引入实操稿件——《不朽的军魂》

背景讲述：稿件写的是 65316部队的前身，也

就是抗战时期，红五团红九连的故事。这是一

支具有辉煌历史和优秀传统的队伍——先后参

加过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南剿匪等，足迹走遍

大半个中国。

根据稿件内容，将稿件拆分为四个模块，以小

组为单位认领一个模块，进行实操练习。

实施步骤：

1.学生自主练习，提出疑问，教师解答

2.分小组轮流播读，其他小组评价，教师评价

修正

3.根据小组互评、教师评价进行重点句二次修

正播读

4.四小组分阶段播读完成后，再进行第三次修

正训练

教师讲解

引出案例

布置任务

总结、点

评、出示

拓展迁移

的问题情

境，促使

学生提高

听取背景

认领实操

任务

练习、反

思；

自评、互

评；课堂

修正、反

复练习



学习

难点

作业

布置

解决学生实操过程中的语气应用问题：

1.如何解决播读中常出现的“硬起声”问

题？

2.如何把握稿件播读时的信念感？

3.如何处理共性语气和个性语气？

课堂小汇报：

学生完成分组练习、修正、评价、反复训练后，

进行全稿件汇报。

本课总结：

1.有声语言传达的目的就是向受众传递信息、

表达情感，当直接经验不足的时候，就要依靠

间接经验，包括感受、想象等来刺激内心、引

发情绪，产生准确的语气。

2.分享欲望是调动播讲愿望的基础。

3.感受是基础，想象是桥梁，表达是实现。精

准的语气需要具体的思想感情配合多变的声音

形式。

4.播音员主持人不仅要感性地体验外界刺激带

来的情感、态度，也要理性地了解其中蕴藏的

逻辑和本质，在生活学习中不断丰富提升自己

的素质、修养、阅历，使语言表达具有更强的

生命力。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者，需要用有限

的人生经历体验无限的人生情感。

作业：

完成给定《长津湖》中了一分钟片段配音，录

制后上传本人配音秀平台，接受市场评价。

在学生练

习环节解

决学生问

题

点评总结

完成总结

布置作业

反复练习

提出问题

课堂汇报

认真听讲

重点记录

观看视频

记录作业

课 后

课后观摩及配音训练：反复观看《长津湖》配音片段，斟酌自己的表达语气，

完成配音高阶训练；

能力迁移：领取企业下发广告配音案例任务单，进行语气分析并完成实操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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