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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课堂的职业自信：

教师形象、责任心 、爱心、耐心

MOOC视频的自信：

一个团队、专业的设备、良好的话筒前

状态、很好的视频策划

除专业教育功力等定性质量外



所有优秀的个体加在一起

就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吗？

MOOC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产品，教师

是MOOC的代言人。







感性素养

MOOC
团队共同的价值观和使命

外：

教师个人魅力

内：

定性质量



 MOOC教师“感性质量”概述

一、镜头前的感受、态度、情感

二、讲稿的口语化

三、副语言的注意事项



确定人格魅力的基调：

——专业、亲和、

有风度、幽默等等

做出有温度的MOOC



镜头前感受----与“冷冰冰”的镜头交朋友

就是“感之于外，受之于心”



 （一）具体感受

 1.感受的基本要素：形象感受

 2.感受的结构要素：逻辑感受

 3.感受的物理场与定位选择



 （二）整体感受

 形象感受和逻辑感受都是在具体讲稿、

具体话题的具体环节上产生的，因此都是具

体感受。

 具体感受只有随着语言序列的发展，逐

级整合而导向整体感受，感受对于话筒前创

作才具有实在的意义。



 镜头前的态度

 1.态度是具体的

 2.态度是变化的

 3.态度是鲜明而有分寸的

 恰当的情感调动



 感受，态度，感情这三者在话筒前

创作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它们既

是镜头感运动状态不断深化的过程，也

是镜头感进一步运动的基础。

 冷冰冰的镜头在你的眼中就活起来了！



一、无稿

二、有稿



话筒前的创作状态（一）

无稿



一、无稿创作的概念

无稿即基本没有文字稿件做依据

的话筒前创作。对老师来说有的即兴

表达、或是“提纲加资料”的表达，

是一种话筒前或镜头前的口语活动。



MOOC无稿出镜的独特性：

首先是前期积累准备的实践性

第二是转化过程中的拓展性

第三无稿表达过程中的适机性



一、无稿播音话筒前不正确的状态表现

1、失去对象感

2、应激现象

3、松垮懈怠

4、有做态感

5、固定腔调，束手束脚



二、无稿播音话筒前不正确状态的原因分析

1、缺乏实践

2、不自信

3、太在意

4、认识上的偏差



三、无稿播音不正确状态的合理调整

1、生理调控法 ：A.深呼吸

B.调调

弦儿

2、心理诱导法

3、排除杂念法



无稿录制时正确的话筒前状态

1、态度端正，定位恰当

2、沉着自信，积极能动

3、逻辑清晰，思维统一

4、体察学生，营造语境

5、声情并茂，以请带声

6、自我调检，整体和谐





 第一 话筒前的心理状态

 第二 话筒前的生理状态

 第三 话筒前的运动状态

 第四 话筒前状态的调整

 第五 话筒前状态的养成

 第六 话筒前注意的问题



 第一 思维反应律
第二 词语感受律
第三 对比推进律
第四 情声和谐律
第五 呼吸自如律
第六 自我调检律

自然



怎样把讲稿变成自己要说的话：

 层次、目的、主题、背景、主次、基调



 情景再现

 对象感

 内在语

 80%转换力

 停连

 重音

 语气

 节奏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挥动鞭儿响四方,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挥动鞭儿响四方,
百鸟齐飞翔。

百鸟齐飞翔。



第一步 理清头绪

讲稿要变成头脑里连续的活动画面。开头是什

么?接下去是怎么变化的?以后又怎样发展?结果

是怎样的?哪里是横向扩展的?怎样扩展?详细到

什么程度?那里是重点的特写镜头?哪里是远景?

全景?哪个镜头大笔勾勒?哪个镜头工笔细描?这

些在镜头前要心中有数,不可走过场,也不可陷

进去.



第二步:设身处地

要把讲稿所叙述、描述的一切,作为亲身所见

、亲耳所闻、亲身经历,进入具体的事件、场面

中去,不能袖手旁观、闭目塞听.置身其中,并不

是忘乎所以,而是处于情理之中.

设身处地主要是获得现场感,产生”我就在”

的感觉.



第三步:触景生情

当讲到某一图景或情境时,我们一定要

做出积极的反应, 触景生情是情景再现的核心,

讲课中特别强调积极的反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

下,一个具体的”景”的刺激,马上引起我们具

体的”情”,而又完全符合稿件的要求.这种要

求只有通过镜头前的反复训练才能达到.



第四步:现身说法

既然讲课的情景始终“我就在”,那么,把这情

景再现的过程转述出来,正是教师始而有意,继

而实现的责任.教师头脑中再现了讲稿中的情景

,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加工制作,使受众产生某

种情景的再现,从中受到感染,才算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



三个关键点:

感受、想象、表达. 感受是基础,想象是桥梁,表达

是

实现.需要获得三种力:感受力、想象力、表达力。

感受——真切

想象——贴切

表达——恰切（恰当）



对象感是一种设想，就是MOOC教师在镜头

必须设想和感觉到对象的存在和对象的反应必须

从感觉上意识到听众的心理要求、愿望、情绪等，

由此而调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

面对镜头是在“目中无人”的环境中，MOOC
教师要努力做到“心中有人”。

对象感是MOOC教师用来作为使思想感情

处于运动状态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是联想

和想象。在镜头前感受到受众的存在，时时处

处为他们着想，感觉到他们的确在听、在想，

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第二节 对象感



从质和量两方面了解受众,质的方面是最根本的. 设
想并掌握学生特征,找准与学生利益最密切的相关点,由
此获得对象感,就设法播的新鲜感,吸引学生的兴趣和要

求.
依据课程内容反映的主题和目的设想对象,获得对象感.

我们设想的对象应该稳定统一.就某一门课程来说,
我们设想的具体对象应该是稳定的,统一的,不应该这一

节设想对这些人,那一节设想又对另一些人

教师与所设想的对象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使受众

对教师产生”认同”和”自己人”的亲近感.
为了获得对象感,为了使设想的对象具体有依据,要

尽可能多地熟知各种对象的情况,丰富生活体验. 



如何把握对象感

对象感的“质”与“量”.。
所谓量的方面,是指性别,年龄,职业,人数等有关对

象的一般情况.
所谓质的方面就是指环境、气氛、心理、素养等，

有关对象个性的要求。

这种交流完全有教师一人完成





１．揭示语句本质

２．揭示语言链条

原来是他呀



１发语性内在语

２寓意性内在语

３关联性内在语



（1）设问呼应

（2）提醒关注

（3）表现情态

（4）展示过程

（5）感叹强调



（1）寓意式回味

（2）反问式回味

（3）意境回味

（4）线索式回味

６ 反语性内在语



 停连、重音、语气、节奏



1、表情

微笑是国际通用语言

微笑三部曲：嘴巴翘起来

笑肌提起来

眉毛扬起来

笑不出来怎么办？



2、体态

应该采取哪种站姿呢？



3、动作

自然而不影响观瞻



4、着装：

 Time   季节 时代

 Place   场所 职位

 Object 目标 对象

要求：衣着活泼大方，大小得体，便于产生亲近感，

颜色鲜艳。





 忌过分的时髦

 忌过分暴露

 忌过分随便

 忌过分透视

 忌过分紧贴



紧



5、头发

头发整洁，发型大方是礼仪最基本的要

求。

1．出镜的发型和生活中发行取景不一样。

2．发型要简洁，与年龄、脸型和场景相

匹配。





（三）面容

画淡

妆。



非正式站姿：身体

的重量交换着落

在一条腿上，而

使非重心腿起到

装饰性作用 。讲

究均衡。

选好站位（A型 H型）



坐姿



上行下效

不是学仪态

而是做礼仪



谢谢大家！

MOOC感性质量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希望我们

能够共同 携手开启您教育生涯的新篇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