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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课外训练参考答案 

一、复习思考 

1．什么叫演讲与口才？两者有哪些联系与区别？ 

什么叫演讲与口才？ 

演讲：演讲，也叫演说、讲演，属于语言行为，是演讲者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凭借有声

语言（为主）和相应的态势语言（为辅），向听众发表见解主张，抒发感情，从而达到感召听

众、说服听众、教育听众，并促使其行动的一种艺术化的语言交际形式。 

口才：口才《辞源》中的定义为：“口才是善于说话的才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

为：“口才是说话的才能。”因此，口才是指人们运用口语表达思想情感、进行沟通交流的才能。

在现代语言交际活动中，它表现为以个人综合素养（思想品德、知识学问、文学艺术）为基础

的规范化的口语表达形式。 

联系：虽然演讲不等于口才，演讲优于其他口语表达形式，有口才的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

演讲者，但是，二者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演讲与口才都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优秀的演

讲者一定是有口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演讲来锻炼自己的口才，也都可以通过拥有

好口才来为成功演讲助力。 

演讲是锻炼口才的有效方法。有些同学在没有学习演讲技巧前不敢主动与他人交流，即使

被动交流，内心也特别紧张，不敢看对方的眼睛，说话语无伦次，动作僵硬不自然，通过课堂

内外的演讲训练，大部分同学能逐渐克服当众说话的紧张感和恐惧感，逐步养成良好的语言习

惯，说话更加自然流畅、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生动形象，能基本达到良好口才的考核标准。 

口才是成功演讲的重要因素。好口才是成功演讲的前提条件，成功演讲离不开好口才的支

撑。在演讲活动中，拥有好口才的人只要掌握了演讲技巧，并灵活运用，那么他们的演讲就很

容易成功。例如，汽车推销员乔∙吉拉德，凭借卓越的销售口才，为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的销

售精英传授自己珍贵的销售经验，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演讲大师之一。 

区别：演讲与口才属于科学的范畴。在语言实践活动中，我们既要“谈演讲”，也要“论

口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演讲与口才的基本理论，并有效地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活

动。演讲与口才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概念内涵不同。演讲是演讲者面对观众就某一问题发表见解、阐述事理的行为，是一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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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社会实践活动。口才是说话的才能，是一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外在表现，是人们运用口

语表达思想情感，进行交流沟通时的各种形式的统称。 

场景要求不同。演讲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进行的，追求一定的仪式感和艺术美，比较正

式。演讲活动前，主办方要对会场的布置、气氛的渲染、主题的选择、人员的安排及环节进程

等统筹考虑、精心设计；演讲者也要积极做好演讲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如了解观众情况、认真

撰写演讲稿、反复进行演练等，以期取得最佳的演讲效果。口才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学习、生

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追求实用有效，比较随意自然。人们遇到事情，只要想交流，就可以交

流，且话题丰富，方式灵活，不受时空限制，既可短话长说，也可长话短说。 

层次标准不同。演讲是最高层次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演讲活动中，演讲者必须以良好的主

体形象展现自己，采用以讲为主、以演为辅的方式，做到观点准确鲜明、内容丰富新颖、语言

清晰流畅、态势语大方得体，使演讲具有很高的感召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口才的语言表达形式

多种多样，日常人际交流、产品推销和医患沟通等场景中的语言活动都属于口才的范畴。只要

说话者思路清晰、谈吐得体、把话说到点子上，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解决实际问题，

达到交流目的，就可以称为有口才。 

主客界限不同。演讲是演讲者以主体的身份独自面对众多的观众（客体）所进行的语言交

流行为，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显。口才是说话者可以兼用主客双重身份，与他人进

行交流，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交谈的人数可多可少，既可私下一对一地交流，也

可大庭广众之下一对多地交流。 

2．演讲有哪些特征？从形式上划分可分为哪几种类型？ 

特征：现实性、广泛性、针对性、艺术性、鼓动性、直观性 

按照演讲的形式，演讲可以分为命题演讲、即兴演讲和辩论演讲。 

3．“德、识、才、学”是演讲者必备的四要素，其内在联系如何？ 

现代理论家认为“德、识、才、学”是演讲者必备的四要素。四者之间，知识是基础，道

德是灵魂，思想是方向，能力是核心。 

二、实训练习 

5．阅读以下案例，并针对所提问题，结合相关知识予以分析（开放性回答）。 

案例 1 

小王是某高校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可就是当

众讲话时总克服不了面红耳赤、腿脚发软、语无伦次的毛病。为此，小王常常处于想说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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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状态之中，内心十分痛苦。 

问题：你认为小王害怕当众讲话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解决？ 

案例 2 

有一对夫妻开了一家玩具店，聘请了一个店员。这个店员很勤快，服务态度也好，老板非

常满意。有一天店员嘟囔了一句：“我的合同后天就到期了。”老板听了以后，内心十分焦虑，

一整天都闷闷不乐，他既怕合同到期店员不干了，临时找不到人，影响生意，又怕店员要求加

薪，自己无法满足，影响感情。 

问题：假如你是店老板，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案例 1 从心理状态分析，主要是不够自信，怕说不好，丢面子，或者过于追求完美，对自

己的要求太严苛；从锻炼情况分析，平时专注于读书、思考、做习题多，当众说话比较少；从

性格特征分析，比较内向，喜欢独处，不善言辞等。 

案例 2 主动与店员直接沟通，首先对这位店员的工作情况予以肯定，并表示希望其能继续

留在店里工作。如果店员愿意留下，没有提加薪之要求，则表示欢迎，如果店员提出加薪要求，

就根据经营情况酌情处理。效益好就加点薪水，效益不好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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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课外训练参考答案 

一、复习思考 

1．学讲普通话有何意义？普通话声、韵、调的辨正有哪些技巧？ 

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学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学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推广普通话，普

及靠大家。 

普通话与演讲口才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要想成为一位出色的演

讲者、一个优秀的口才高手，就必须对普通话的语音及发音技巧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和分析，深

入了解其规律，娴熟掌握其技巧，使自己的声音达到清脆、圆润、悦耳的要求。 

普通话是演讲口才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拥有良好的有声语言表达能力，既能增强演讲艺

术的音义美、情感美、艺术美，也能使口语交际具有恰当美、灵活美、实用美，使听众在听演

讲，或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受到“德”的熏陶、“智”的启迪、“情”的感染、“美”的洗礼。

如曾担任《新闻联播》播音员的李瑞英老师，创造了现场直播 28 年零失误的奇迹，这与她十

年磨一剑的积累、刻苦练习普通话、反复训练发声技巧等密不可分。 

演讲口才训练是规范有声语言的有效途径。演讲是艺术，要求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抑扬

顿挫。演讲者在演讲时容易暴露自己的语音缺陷，如果引起足够重视，进行有针对性的查漏补

缺训练，正音效果往往特别明显。某学院有一位学工处处长，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由于是南

方人，分不清普通话的平舌音与翘舌音，在给学生做演讲时，常常把“老师”说成“老斯”，

把“站住”说成“赞助”，闹出了不少笑话，被学生笑称“白音处长”。为了扭转这一尴尬的局

面，这位处长不耻下问，拜普通话标准的学生为师，积极参加演讲协会的演讲活动，并请同事、

学生在演讲现场帮忙纠错正音。通过一年多的努力，这位处长终于掌握了平舌音与翘舌音的发

音技巧，并且拿到了普通话水平能力测试一级甲等证书。在以后的演讲中，他凭借良好的政治

素养、文化底蕴、心理素质以及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和雄浑饱满的声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学

生对他的称呼由“白音处长”变成“范音处长”，笑称成了尊称。 

2．方音辨正主要包括哪两方面的内容？ 

正音跟读、词语听辨、绕口令练读、声旁类推、“辨音诗”练读等。 

3．朗诵的副语言技巧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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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重音、语调、语速 

4．共鸣训练应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口腔共鸣训练、胸腔共鸣训练、鼻腔共鸣训练 

二、实训练习 

2．根据强调停顿的要求，处理下列语句。 

（1）你不知道这间房子是不准别人随便进来的吗？ 

（2）女教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 

（3）百花之中只有牡丹花的花朵大、色彩艳。 

（4）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 

停顿包括生理停顿、语法停顿、强调停顿。 

生理停顿即朗诵者根据气息需要，在不影响语义完整的地方作一个短暂的停歇。使用时，

不能妨碍语意表达，不能割裂语法结构。 

语法停顿是反映一句话里面的语法关系的，主要指书面语言里的标点符号。一般来说，语

法停顿时间的长短同标点大致相同。例如句号、问号、叹号后的停顿比分号、冒号长，分号、

冒号后的停顿比逗号长，逗号后的停顿比顿号长，段落之间的停顿则长于句子停顿的时间。 

强调停顿是为了强调某一事物，突出某个语意或某种感情，在书面上没有标点、在生理上

也可不作停顿的地方作了停顿，或者在书面上没有标点的地方作了较大的停顿。强调停顿主要

是靠仔细揣摩作品，深刻体会其内在含义来安排的。 

（1）“你不知道”后面停，传递反问与责怪的意思。 

（2）“用手指点”后面停，传递强调与认真的意思。 

（3）“只有”后面停，传递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 

（4）“珍藏着”后面停，传递出白色衬衣的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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