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科学发声》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总目标是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发声原理、掌握科学发声的方法，养成练声的习惯，说话时做到声音持久响亮、音色圆润，为未来从事

小学各学科教学奠定良好的嗓音基础。通过小组练习和师生沟通交流，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方式并做出相应调整，引导学生体会学习过程中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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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反思、改进，具有初步的从事合作实践活动的能力。发声材料部分选用中华经典诗文，引导学生感受祖国的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掌握科学发声相关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做到表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畅、舒展。

课程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发声产生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课程目标 4：通过发声训练中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引导学生感受祖国的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根

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4.2 掌握技能。三笔字、普通话、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等基本教学

技能过关。
M



目标 2

4.教学能力：具有独立开展小学语文、数学、科学、道德与

法治等课程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能力，在教育实践中，根

据课程标准，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能运用学科教学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具有扎实的教师基本功和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

4.2 掌握技能。三笔字、普通话、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等基本教学

技能过关。
M

目标 3

8.沟通合作：认识学习共同体对于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价值

和意义，懂得学习伙伴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具备团队合作的

意识，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在合作中体验协同合作共同体

对师生生命成长和学校发展的意义。

8.3 善于合作实践。能够与小学生、家长、同事、社区等进行有

效的沟通交流，学会组织小组合作学习及其他合作实践活动。
M

目标 4

8.沟通合作：认识学习共同体对于促进自身专业发展的价值

和意义，懂得学习伙伴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具备团队合作的

意识，掌握沟通合作的技能。在合作中体验协同合作共同体

对师生生命成长和学校发展的意义。

8.3 善于合作实践。能够与小学生、家长、同事、社区等进行有

效的沟通交流，学会组织小组合作学习及其他合作实践活动。
M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

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发声原理和嗓音保护 2 2 0 目标 1

第二章 姿势和放松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三章 呼吸 6 6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四章 口腔共鸣 6 6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五章 综合运用 8 8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发声原理和嗓音保护（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课程说明

主要知识点：课程目标、教学计划、学习意义、课堂要求、学习方法等。

第二节 发声原理和嗓音保护

主要知识点：人体的主要发声器官，发声器官的运动原理，嗓音日常保健知识。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 帮助了解本课程的目标、教学方法、学习意义与要求等；

（2） 使学生了解人体的主要发声器官及其运动原理；

（3） 使学生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重点难点】

重点：发声原理、保健知识。难点：发声原理。



第二章 姿势和放松 （2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利于发声的身体姿势

主要知识点：生理站姿和生理坐姿的概念、意义、练习方法。

第二节 放松身体

主要知识点：放松身体对科学发声的意义，几种放松身体的方式。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 了解生理站姿和生理坐姿的意义、要求；

（2） 掌握生理站姿和生理坐姿；

（3） 了解放松身体对科学发声的意义；

（4） 掌握几种放松身体的方式。

【重点难点】

重点：生理站姿。难点：站立时放松身体。

第三章 呼吸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呼吸类型

主要知识点：几种呼吸类型，呼吸的过程，生理呼吸。

第二节 呼吸控制

主要知识点：膈肌弹发，延长呼气控制时间，慢吸慢呼，慢吸快呼，快吸快呼，快吸慢呼。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不同的呼吸类型；

（2）了解完整的呼吸过程及要求；

（3）了解生理呼吸的要求，掌握生理呼吸；

（4）掌握膈肌弹发练习、胸腹联合式呼吸控制练习。

【重点难点】

重点：生理呼吸、膈肌弹发、呼吸控制。难点：生理呼吸、膈肌弹发、呼吸控制。

第四章 口腔共鸣（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共鸣器官和共鸣的作用

主要知识点：共鸣器官、共鸣的作用。

第二节 口腔共鸣控制

主要知识点：哈欠练习、口腔控制练习、哼唱练习。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共鸣器官和共鸣的作用；

（2）掌握哈欠练习、口腔控制练习、哼唱练习，提高口腔控制能力，改善说话的共鸣效果；

【重点难点】

重点：哈欠练习，口腔控制练习，哼唱练习。难点：结合正确的呼吸方式做好哼唱，体会共鸣。

第五章 综合运用（8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词语朗读



主要知识点：朗读时的呼吸控制，建立并体会口腔共鸣，体会吐字归音。

第二节 诗文朗读

主要知识点：体会呼气控制，建立并体会口腔共鸣，体会吐字归音。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能够以良好的站姿、饱满的气息朗读诗文，声音响亮、持久、共鸣效果好。

（2）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方式，学会调节呼吸、调整共鸣腔和唇舌力度等，以获得更好的声音效果。

（3）在朗读中华经典诗文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感受祖国的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重点难点】

重点：呼吸控制和口腔共鸣的综合运用。难点：感知自身的发声方式并加以调节。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自编讲义

主要参考书

1.乌尔苏拉.赫尔特-埃勒斯（德），李家丽（译）.《教师科学发声与嗓音保护》.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讲义.

2.李纲等编著.《语言发声原理语言发声练习》[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

3.张涵.《播音主持语音发声训练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4.杨小锋.《教师发声训练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吴弘毅.《实用播音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

6.林鸿.《普通话语音与发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主要网络资源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超星尔雅

公众号“声音的行者”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讲授。讲授是传统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科学发声的课堂讲授秉承“精讲多练”的原则，注重学科知识的合理分解、有序讲授，突出重点和

难点。此外，注重多媒体运用，生动、形象地展现所讲授内容。

（2）技能示范。通过教师示范、视频示范、优秀学生示范等方式，将理论讲授和技能示范结合，让学生对发声方法有更直观的感受，使学习从理论知

识阶段过渡到技能方法训练阶段。

（3）课堂实训。课堂上，以集体训练、个人任务展示、小组活动等方式，结合教师点评、生生互评的评价手段，进行训练。科学发声重在发声方法的

掌握。因此，课堂上理论为辅、实训为主，通过各种形式的训练让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

（4）课外养成。本课程课内教学时数有限，而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并使之成为习惯，需要学生在课外再自主练习。本课程通过网络给予学生学习资料、

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开展各类型的课外练习。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

掌握科学发声相关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课前：1.初读教材，梳理知识脉络；2.完成课前测验，记录难点和疑惑。

课内：1.讲授新知；2.通过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手段，给学生提供技能示范；3.检

查学生的练习效果，给予纠正。

课后：1.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2.个人作业。

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

达的能力，做到表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

畅、舒展。

课前：1.初读教材，梳理知识脉络；2.完成课前测验，记录难点和疑惑。

课内：1.讲授新知；2.通过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手段，给学生提供技能示范；3.组

织课堂实训；4.检查学生的练习效果，给予纠正。

课后：1.布置课外实训；2.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3.小组作业，个人作业。



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

调整，对发声产生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课内：1.师生共同回顾知识脉络；2.组织课堂实训；3.检查学生的练习效果，给予

纠正。

课后：1.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2.小组作业，个人作业。

目标 4：通过发声训练中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引

导学生感受祖国的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课内：课堂实训

课后：1.小组作业；2.个人作业。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掌握科学发声相关

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等环节；主要判据为

课堂表现、作业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

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做到表

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畅、舒展。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堂实训、课后作业、章节测验

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表现、作业成绩、测验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

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发声产生

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讨论、课堂实训、课后作业、章节测验等环节；主要判据

为课堂表现、作业成绩、测验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

目标 4：通过发声训练中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引导学生感受祖国的

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主要达成途径：课堂实训。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40%，其中学生自学情况占 10%，课堂表现占 10%，作业

及测验占 20%。终结性考核的权重为 60%，在期末采用笔试闭卷的形式进行考核。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重

过程性

考核

课堂实训

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掌握科学发声

相关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做

到表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畅、舒展。

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发声

产生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目标 4：通过发声训练中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引导学生感受祖

国的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由任课老师布置小组任务或个人展示任

务，按照任务完成的准确、规范程度来评

定。

10%

作业

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掌握科学发声

相关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做

到表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畅、舒展。

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发声

产生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由任课老师布置课后作业，按照任务完成

的准确、规范程度来评定。
15%

测验

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掌握科学发声

相关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做

到表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畅、舒展。

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发声

产生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依据学生学习进展，适时安排测验，检测

学生学习效果。
15%



终结性

考核
考查

目标 1：引导学生了解人的发声器官及运动原理，掌握科学发声

相关练习，了解日常嗓音保健知识。

主要通过任务展示的形式进行考核。考核

学生对各个发声小练习的掌握程度。

60%

目标 2：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言语表达的能力，做

到表达时声音响亮、持久、圆润，表达流畅、舒展。

主要通过任务展示的形式进行考核。考核

学生对发声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

目标 3：引导学生感知自身的发声问题并做出相应调整，对发声

产生兴趣，养成练声的习惯。
主要通过任务展示的形式进行考核。考核

学生对发声的自我调节能力。

目标 4：目标 4：通过发声训练中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引导学

生感受祖国的语言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主要通过任务展示的形式进行考核。考核

学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以及情感。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课程考核

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采用课程考核成绩数据进行计算，评价分析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再依据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



计算得出各分目标的达成度，取平均值为本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以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值）、

同行或督导评价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

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作业以及

测验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考核情况来实

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并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

专家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果

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

据。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能够熟练掌握科学发声的

基本知识和各个练习方

法。

能够较好掌握科学发声的基

本知识和各个练习方法。

能够掌握科学发声的基本

知识和各个练习方法。

能基本掌握科学发声的基

本知识和各个练习方法。

不能掌握科学发声的基本

知识和各个练习方法。

目标 2

全面、准确地掌握科学发

声方法，运用熟练，言语

表达效果好。

较全面、准确地掌握科学发

声方法，运用较熟练，言语

表达效果较好。

较准确地掌握科学发声方

法，运用较熟练，言语表

达效果尚可。

基本掌握了科学发声方法，

会运用它进行言语表达。

没有掌握科学发声方法，

不会运用它进行言语表

达。

目标 3

学生能感知自身的发声问

题，并及时做出调整，调

整效果显著。

学生能感知自身的发声问

题，并及时做出调整，调整

效果较显著。

学生能感知自身的发声问

题，并尝试做出调整，调

整效果不显著。

学生能感知自身的发声问

题，并尝试做出调整，调整

无效。

学生不能感知自身的发声

问题，不会做调整。

目标 4
热爱祖国语言，极具爱国

情怀。

热爱祖国语言，较具爱国情

怀。

热爱祖国语言，有一定爱

国情怀。

热爱祖国语言，爱国情怀不

明显。

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缺乏热

情。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

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