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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比较视域下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

中国特色研究
———以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为例①

成都外国语学院　 刘芳②

【摘　 要】 外语教材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依托， 在塑造学生价值观、 厚植家国情怀

和培养国际视野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影响力。 本文通过对中美英语演讲教材的对比， 从

宏观设计和微观设计两个层面对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挖掘和探索， 有助

于发挥教材在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新人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美比较； 英语演讲教材； 中国特色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后， 中国迈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

程。 进入新征程， “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的新使命” （孙有中， ２０２２）。 这就

决定了我国外语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要增加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风物和中国文

化建设及发展成就的积极内容， 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积极的大国形象添砖加瓦。

庄智象 （２００６） 提出， 要构建科学的、 系统的、 完整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

和评价体系。 孙有中 （２０２１） 在 《中国外语教材建设： 理论与实践》 一书中， 紧密围绕外语教材

在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展开探讨， 将教材文化内容的育人功能置于首

位， 突出教材在培养学生国家文化意识以及坚定学生国家文化自信等方面的作用， 为建设具有中

①

②

基金项目： 本文是 ２０２３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第一批 “中国故事” 对外传播项目 （项目编号： ＺＧＧＳＤＷＣＢ２１） 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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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且满足我国本土需要的外语教材提供借鉴 （霍炜 等， ２０２３）。

通过文献梳理， 国内外关于演讲教材的研究所选取的教材数量大、 内容丰富， 为本文提供了

丰富的借鉴。 但对于中国国情的考虑和教材的中国特色研究较为缺乏。 为此， 本文将围绕我国英

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问题进行探讨， 通过中美演讲教材的比较总结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特点。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金利民，

２０２２）， 将它与美国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出版社的经典演讲教材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 Ｌｕｃａｓ， ２０１９） 进行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英语演讲教材的中国特色， 为培养讲

好中国故事优秀外语人才以及今后教材选择和编写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 宏观设计比较

乔爱玲 （２００２） 从教材编写的宏观设计与微观设计两个角度提出了教材评估的标准。 在宏观

设计上， 主要包括指导原则、 主题框架和设计模式三个方面。 在微观设计上， 主要包括文本选择、

非文本资源开发两个层面。 本文首先进行宏观设计的比较。

第一方面， 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 庄智象 （２００６） 提出， 教材编写应以针对性、 科学性、 完

整性、 系统性为原则； 针对性是明确教材编写的对象和目的； 科学性是指教材编写要遵循语言学

习规律， 符合认知特点； 完整性是指教材在内容、 目标等方面应该是一个完整知识和技能的体系，

语言知识、 语言技能、 文化知识、 相关专业知识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系统性是指无论什么教材的

编写， 都应该系统地介绍有关学科的各方面知识。

通过比较， 两本教材在针对性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是全美高校同类课

程的首选教材， 翔实地论述了演讲的流程设计、 表达原则和各类演讲的技巧， 是学习者英语演讲

备赛、 演讲提升的必读书。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则通过主题内容学习和演讲技能训练，

帮助学生提高演讲能力的同时理解当代中国， 最终目标是通过演讲提高英语类专业学生面对国际

听众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两本教材的编写对象均为高校学生和英语演讲爱好者， 一个共同的目

的在于有效提升英语演讲能力， 培养优秀英语演讲人才。 除此之外，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

程》 还肩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致力于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能够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高素质英语演讲人才。

在科学性方面， 两本教材均呈现出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编写特点， 符合学习规律和认知特

点。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的第一部分 “演讲与倾听” 中主要介绍公共演讲的传统、 与日常对

话的异同、 道德规范和倾听的重要性， 这是属于理论知识的范畴， 比较容易理解； 第二部分与第

三部分都是 “演讲准备”， 主要集中在演讲稿的撰写上， 从前期的选择话题、 确定目标、 分析听

众、 收集资料， 到中期的组织主体内容、 开头和结尾， 难度升级； 第四部分 “演讲的呈现”，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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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使用语言、 传达方式和视觉辅助， 这是后期的实践环节， 更具挑战性。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

讲教程》 在主题设定上， 从政治 （依法治国）、 经济 （从扶贫到共同富裕、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带一路” 倡议）、 文化 （文化自信）、 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深化改革）、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 五个层面上升到最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从中国的方方面

面汇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更加宏大的叙事中。 从涵盖领域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多个

领域， 是对政治共同体、 经济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等的进一步概括和

升华。 在单元任务安排上， 从前几个单元的 ５ 分钟个人演讲到后几个单元的 １０ 分钟小组陈述， 难

度也是逐渐加大。 由此可见， 通过纵向比较， 两本教材的编排都遵循了科学性原则。

在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 两本教材既有相同点， 也存在差异。 其相同点在于两本教材都较为

系统、 全面地介绍了关于演讲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体现在演讲稿的撰写和演讲技能的训练两个方

面。 演讲稿的撰写涉及话题选择、 目标设定、 听众分析、 论点支撑、 主体、 开头和结尾； 演讲技

能涉及音量与音调、 语速、 停顿、 发音、 声音的抑扬顿挫、 眼神交流、 手势语、 个人仪表等的讲

解与训练。 其差异之处在于文化知识的不同。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用于讨论和分析的演讲范例

主要服务于演讲知识和技能的说明， 几乎不关注文化范畴。 而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

语篇选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载体，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演讲范例包含 “外研社·国才杯” “２１ 世纪杯” 全国英语

演讲比赛优秀选手的演讲稿以及 《中国日报》 上的文章。 这些耳熟能详的专业比赛和主流报纸，

为学生提供了绝佳的模仿学习机会。 此外， 在每个单元的 “语言库” 板块， 还出现了富有中国文

化底蕴的诗词、 名言、 谚语等， 如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行百里者半

九十”。 在第三单元活动设计中， 还列举了 《唐宫夜宴》、 中国诗词大会、 冰墩墩等具有文化影响力

的电视节目和赛事， 与时俱进， 体现时代新特色。 在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

演讲教程》 把单元演讲任务设定在特定的跨文化场景中， 如国际青年论坛、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 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 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演讲能力， 提高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第二方面， 主体框架的比较。 主体框架主要有按演讲环节和演讲主题构建两种 （杨永芳，

２０１２）。 通过比较， 不难发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是按照演讲主题， 而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则是按照演讲环节构建教材的主体框架，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教材主体框架比较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演讲主题构建 演讲环节构建

①中国梦　 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③文化自信

④从扶贫到共同富裕　 ⑤全面深化改革　 ⑥生态文明建设

⑦经济高质量发展　 ⑧依法治国　 ⑨ “一带一路” 倡议

⑩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演讲与倾听

② 演讲准备

③ 演讲呈现

④ 演讲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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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教材不同的主体框架构建体现出不同的教学目标：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以培养演讲能

力为核心目标， 因此在主体框架的构建上紧紧围绕演讲的各个环节而设计；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

讲教程》 的目标则是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在传授演讲知识和训练技能的

同时， 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和内在逻辑的理解， 用英语讲好

中国故事， 因此主体框架围绕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文明等主题进行构建。 这样的主体

框架构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 在演讲知识与技能输入的同时进行主题内容的浸润， 增强文化自

信， 培养家国情怀。

第三方面， 单元设计模式的比较。 根据国际经验， 单元设计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 基于学科

的单元设计、 基于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和基于超学科的单元设计 （田薇臻 等， ２０２３）。 其中， 基

于学科的单元设计是以单元的形式将学科内知识串联起来， 以培养学生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基于

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是从完成真实场景中的学习任务出发， 根据一定的内在逻辑组织相关学科的

知识内容， 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每个单元结构一致， 均由 “导语” “学习目标” “课前准

备” “热身练习” “理解当代中国” “理解公共演讲” “传播中国声音” “语言库” ８ 个板块组成，

各板块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单元设计模式

“理解当代中国” 进行主题内容的输入， 主要内容包括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成就， 属于思政课教

学资源； “理解公共演讲” 进行演讲技能的输入， 通过演讲范例的分析讨论， 训练重要的演讲技

巧， 属于演讲课教学资源。 思政课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演讲课属于一级学科外国语言

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英语专业的基础类课程。 两门学科的知识内容在单元内实现资源整合， 为完

成单元演讲任务提供语言和思想支撑， 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演讲人才，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由此可见，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属于基于学科整合的单元设计模式。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是根据演讲的流程来设计的， 将演讲所涉及的核心知识和技能按照先

后顺序依次在各单元串联起来。 因此， 该教材采用的是基于学科的单元设计模式。 与 《理解当代

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不同， 每一个单元的设计除 “单元小结” “关键术语” “复习题” “批判性思

维练习” 是一致的， 其余板块则根据单元内容有变化。 以第 ５ 章 “话题选择与目标设定” 为例，



外 语 教 育 与 应 用 （２０２４）
　

１３０　　

其单元设计模式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第 ５ 章 单元设计模式

虽然在单元设计模式上， 两本教材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但由于都是演讲教材， 因此涉及的

演讲知识点存在共同之处。 两本教材在单元层面覆盖的演讲知识点的比较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演讲知识点的比较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部分 单元 演讲表达 演讲技巧 部分 演讲环节与技巧

一、 跨文化公共演讲 １ 个人仪表 跨文化交流 一、 演讲与倾听 倾听的重要性

二、 准备演讲

２ 音量与音调 话题选择与目标设定

３ 语速 听众分析

４ 停顿 论点支撑

５ 重读与节奏 组织演讲稿

６ 发音 开头与结尾

二、 演讲准备：
起始部分

话题选择与目标设定

听众分析

资料收集

论点支撑

三、 演讲准备：
组织和设计

组织好主体内容

开头与结尾

演讲提纲

三、 提升演讲效果

７
声音的抑扬

顿挫
有效使用语言

８ 姿势
使用视觉

辅助

四、 演讲表达

表述语言

表达方式 （音量、 音高、
声音的抑扬顿挫、 语速、
停顿、 发音、 个 人 形 象、
手势语、 眼神交流）
使用视觉辅助

四、 主要演讲类别

９ 眼神交流 告知型演讲

１０ 手势语 说服型演讲

五、 演讲类别

告知型演讲

说服型演讲

特殊场合演讲

小团体演讲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 两本教材所涉及的演讲知识点有相似之处， 如演讲准备、 演讲稿

的撰写、 演讲表达技巧、 演讲类别。 两本教材的不同之处在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将演讲技

巧融入相应的演讲环节中去；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则将演讲表达和演讲技巧分别呈现在

“热身练习” 和 “理解公共演讲” 板块， 与单元主题相呼应， 共同为单元演讲任务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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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观设计比较

教材的宏观设计是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与总体方向， 教材的微观设计是具体教学内容组织形

式的设计， 两者缺一不可。 教材的微观设计包括文本选择和非文本资源开发。

首先， 文本选择的比较。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主课文选自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是系统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文献， 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

的理解和认识， 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英文表达。 习题的设置贯穿每一个环节。 从课

前的查阅资料、 调研、 预习课文等准备练习， 到课中的热身练习、 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活动设计和

演讲技能训练， 再到课后的演讲任务。 形式上既有口头练习也有笔头练习； 既有个人陈述也有小

组报告， 呈现出多样性。 形式多样、 贯穿始终的练习助力学生提高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相比而言，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的文本选择较为随机， 选择标准为是否能服务于演讲环节

中的具体问题， 缺乏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 同时， 习题的设置仅出现在每一章的结尾处， 均为口

头练习， 形式上较为单一。

其次， 非文本资源的比较。 多模态教学主张利用文字、 音频、 视频、 图片等多种手段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多模态在媒体层面可以分为语言和非语言两大类 （张德禄， ２００９）。 文字模态属于语

言类； 音频是听觉模态， 视频、 图片是视觉模态， 都属于非语言类。 因此， 听觉模态、 视觉模态

的加入， 是对文字模态的有益补充， 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在视觉模态方面，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有配图， 为各国总统大使、 著名歌手、 主持人、 演

员等在具体演讲场景中的人物图， 用以精准解决演讲环节中的具体问题。 例如， 第 １３ 章 “演讲呈

现” 中， 用一张美国女演员艾玛·斯通在网球锦标赛上的演讲图片来说明眼神交流和面部表情的

重要性。 而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图片中国元素更突出， 特色更加鲜明。 第五单元

“全面深化改革” 中的图片展示了港珠澳大桥的恢宏气势、 《春天的故事》 如沐春风的歌词， 第六

单元 “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江苏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图片， 第九单元 “一带

一路” 倡议中的图片为中欧班列， 该单元 “理解公共演讲” 板块的课文为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为了贴合主题， 教材甚至用心地挑选了沙漠色的背景图。 这

些精心挑选的图片， 本身是一种美的熏陶， 同时也与主题高度契合， 使主题的呈现更加立体， 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在听觉模态方面，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的 “热身练习” 和主课文均提供音频， 便

于学生模仿发音、 停顿、 语速等演讲表达。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在听觉模态方面有所缺失， 演

讲范例以视频模态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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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还配套有数字课程， 汇集多模态教学资源， 可以实现交

互式课文学习， 获取演讲技能视频微课， 配备包括口头填空、 段落朗读、 语音讨论等口语实训，

提供线上强化能力训练和评价工具。

四、 结语

经过深入的比较分析， 中美演讲教材在演讲知识点与技能展现上确实呈现出一致性。 但 《理

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则尤为鲜明， 这主要体现在宏观设计与微观设计

两个层面。

从宏观设计来看，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紧密贴合课程思政的理念， 其主体框架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核心要点展开， 通过跨学科整合的方式设计各个单元。

这样的设计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演讲能力， 更能够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进而增强他们用英语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

从微观设计来看， 该教程在文本选择上极为严谨， 全面、 系统地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这样的内容选择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而且让

学生掌握相关的英文表达， 结合演讲技巧， 使他们能够真正承担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重任。 此外， 教材中还融入了与中国特色内容主题紧密相关的图片、 视频、 音频等多

模态资源。 这些资源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 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效能。

综上所述，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 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英语演讲教材， 更是一部承载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与话语体系的重要作品。 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演讲技能、 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窗口， 也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展示中国形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未来， 期待更

多具有中国特色且满足我国本土需要的外语教材能够不断涌现， 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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