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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教学大纲（实验课）

一、课程基本信息

（中文）德语口语●
课程名称

（英文）Spoken German

课程代码 2025010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2

开课学院 外国语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德语专业二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基础选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现代德语会话（修订版）》，刘顺生、徐爽

主编，ISBN:9787532787548，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基础德语 2 2020408（12）

课程简介

德语口语课程是专门针对德语专业大二上学期的学生设计的，内容着

重于基础口语技能的培养。课程内容涵盖了常用的日常会话、简单的

社交场合交流技巧以满足学生在各种实际情境中的交流需求。通过角

色扮演、小组讨论、语言游戏等形式，学生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

高口语水平。该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自如地

运用德语进行口语交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就日常生活中

的一般情景进行恰当的交谈，做到语音、语调、语法正确，语言运用

恰当得体，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对主要德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

活习惯有一定了解，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密集的口语实

践，学生将建立起良好的口语基础，为日后深入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

的基础。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适合德语专业二年级上学期的学生。要求学生先修基础德语 2，掌握

基础阶段的词汇、句法知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口语表达能力。

大纲编写人     （签名） 制/修订时间 2024. 9.2

专业负责人
       （签名）

审定时间 2024.9.3

学院负责人         （签名） 批准时间 20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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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知道常见的口语表达方式，如问候、介绍自己、表达感受等。

2
对工作、学校和休闲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熟悉话题进行交谈，发表个

人看法。
技能目标

3
运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型在日常生活场景进行简单的口头表达和交流，

如在超市购物、在餐厅点餐、预约医生等。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4
培养学生对德语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增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和意识。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1品德修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涵养和积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增强政治认同、厚植家国情怀、遵守法律法规、传承雷锋精神，践行“感

恩、回报、爱心、责任”八字校训，积极服务他人、服务社会、诚信尽责、爱岗敬业。

⑤爱岗敬业，热爱所学专业，勤学多练，锤炼技能。熟悉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实

习实践中自觉遵守职业规范，具备职业道德操守。

LO3表达沟通：理解他人的观点，尊重他人的价值观，能在不同场合用书面或口头形式

进行有效沟通。

②应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通。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的

贡献度

LO1 ⑤ H
4. 培养学生对德语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和了解，增

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和意识。
100%

1. 知道常见的口语表达方式，如问候、介绍自己、

表达感受等。
20%

2. 对工作、学校和休闲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熟悉话

题进行交谈，发表个人看法。
40%LO3 ② H

3. 运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型在日常生活场景进行简

单的口头表达和交流，如在超市购物、在餐厅点

餐、预约医生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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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内容与要求

（一）各实验项目的基本信息

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理论 实践 小计

1 对话练习 ④ 12 12

2 情景表演 ④ 12 12

3 模拟口试 ④ 8 8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二）各实验项目教学目标、内容与要求

实验 1：对话练习

教学目标：

1. 通过频繁的口语对话练习，使学生能够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减少口语交

流中的停顿和犹豫。

2. 学生掌握正确的语音发音和语调，使其听起来更加自然地说出外语。

3. 通过对话练习，培养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使学生能够听懂并正确理解他人的口语

表达。

内容：

1. 日常生活对话：学生练习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对话场景，如问候、介绍自己、询问时

间、讨论天气等。

2. 社交对话：学生练习在社交场合中的对话，包括在聚会、餐厅、购物中的交流对话。

3. 实用性对话：学生练习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对话，如电话订购外卖、预订机票酒店、

解决问题等。

要求：

1. 准备充分：学生需要提前准备好对话练习所需的材料，以确保练习的顺利进行。

2. 学生需要积极参与对话练习，勇于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3. 注意语调和语速：学生需要注意自己的语调和语速，尽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避免口语表达中的模糊和含糊不清。

4. 积极提问和回答：学生需要积极提出问题，并且对他人的提问进行回答，以保持对

话的流畅和连贯。

5. 学生需要听取教师和同伴的反馈意见，了解自己口语表达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努力

改进和提高。

6. 合作精神：学生需要展现出合作的态度，在对话练习中与对话伙伴积极互动，共同

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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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情景表演

教学目标：

1.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通过情景表演，学生可以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练习口语表达，

提高他们的口语流利度和准确性。

2. 增强语言应用能力：情景表演能够帮助学生将所学语言运用到实际情境中，加深对

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语言的能力。

3. 培养沟通技巧：情景表演要求学生在模拟的情景中与他人进行交流，这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交际技能，包括倾听、提问、回答、解释等方面的能力。

4. 培养合作意识：情景表演通常需要学生之间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任务。通过与他人

合作，学生可以学会团队合作、互助互补，培养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内容：

1. 日常生活情景：学生扮演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角色，如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场

景中进行对话，包括购物、预约、约会、工作安排等情景。

2. 社交场合情景：学生在社交场合中扮演各种角色，如在聚会、餐厅、咖啡馆等场合

中进行对话，包括问候、介绍、交流兴趣爱好等情景。

3. 旅行情景：学生在旅行场景中扮演各种角色，如在机场、火车站、酒店等场所进行

对话，包括询问路线、预订房间、购买票务等情景。

要求：

1. 学生需要认真扮演自己在情景中所分配的角色，包括角色的身份、性格、语言风格

等方面的表现。

2. 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用所学语言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并且尽量避免使用母语干扰表达。

3. 学生需要能够理解情景中其他角色的对话内容，包括语速、语调等方面的理解。

4. 学生需要能够在表演中准确地表达出所扮演角色的情感，使表演更加生动和真实。

5. 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能够在给定的情景下，想象并且创造出合适

的对话内容和行为。

实验 3：模拟口试

教学目标：

1.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通过模拟口试，学生能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练习口语表达，

提高他们的口语流利度、准确性和自信心。

2. 训练应变能力：模拟口试能够让学生在紧张的情况下做出反应，培养他们的应变能

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真实口试中的紧张情绪。

3. 提高答题技巧：学生通过模拟口试，能够学习和掌握一些口试答题的技巧和方法，

如如何组织语言、如何回答问题、如何运用丰富的词汇等。

4. 培养自我评价能力：学生在模拟口试结束后，可以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思，

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从而提高自我评价能力和自我提升意识。

内容：

1. 歌德 A2考试口语题型讲解和训练。

2. 口试技巧训练：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一些口试答题的技巧和方法，如如何组织语言、

如何回答开放性问题、如何提出问题等。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口试应对能力和自信

心。

3. 安排模拟考试，模拟真实的考试环境和流程，让学生在考试前进行充分的实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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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清晰度和流利度：学生的口语表达应该清晰易懂，语速适中，避免口吃和结巴，保

持流畅的表达。

2. 准确性和正确性：学生的口语表达应准确无误，语法和词汇的使用应符合德语语言

规范，避免频繁的语法错误和词汇选择错误。

3. 内容连贯性：学生的口语表达应该有条理，内容之间逻辑清晰，不应出现跳跃或断

断续续的情况。

4. 应对能力：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应对能力，在面对不同情境和问题时能够迅速作出

反应，并给出恰当的回答或反馈。

（三）各实验项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实验项目名称
1 2 3 4

对话练习 √ √ √

情景表演 √ √

模拟口试 √ √ √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该课程在以提高学生德语口语水平为目的的同时，将“爱岗敬业”作为为课程思政育人

目标，引导学生热爱所学专业，锤炼外语表达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树立崇高

职业理想与职业道德。

在课程教学中选好主题，充分利用课堂讨论活动，在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挖掘

日常生活、文化艺术、体育、科学技术主题的课程思政元素，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职业理想与职业道德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口语话题的

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人文情怀以及多元文化包容性。

五、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1 2 3 4
合计

X1 20% 课堂对话 20 30 30 20 100

X2 30% 课后作业 40 40 20 100

X3 50% 口语测试 20 40 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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