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毕业设计答辩演讲稿分钟(模板5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演讲稿对
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毕业设计答辩演讲稿分钟篇一

尊敬的各位教师：

您们好！

我叫xxx，是文学院104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xxxx》。我
的论文是在xxx导师的悉心建议和指导下完成的，在此我向我
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
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大学四年来我能够有机会聆听各
位老师的教诲表示由衷的敬意。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
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我的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五华客家话是客方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都有学者对
客家话进行研究，成果很多，但大多是以客家话的代表点梅
县话为研究对象的，对梅州市其它客家方言区的研究却很少
有涉及。五华作为梅州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纯客县，在语言方
面有它独有的特色。本论文是以五华客家话日常生活类词语
为研究对象的，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作一些分析与探讨，分
别与普通话和梅县话比较的基础上揭示共性和个性，对语言
中保留的一些古汉语成分和借用的外来词进行探究分析，以
期更多的人能够清楚地了解五华地区的语言面貌。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篇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这部分主要论述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并且对日常生活类词语作了一个界定。

第二部分是论述五华客家话与普通话日常生活类词语差异比
较。五华客家话与普通话在日常生活类词语中的差异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的差异：

1、音节上的差异。主要比较五华话与普通话在日常生活类词
语中相对应的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差异。

2、构形上的差异。主要比较五华话与普通话中的日常生活类
词语在构形上有什么不同，主要有词根语素部分不同、词根
语素完全不同、词缀语素的差异和语序相反的词语的比较这
四个方面。

3、理据上的差异。主要比较五华话与普通话某些日常生活类
某些词语在理据方面存在的差异。

第三部分是论述五华客家话与梅县话日常生活类词语差异比
较。五华话和梅县话在日常生活类词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

1、语素的差异，主要有语素部分不同和语素完全不同这两种。

2、语序的差异，主要比较的是部分词语，词义相同，语素颠
倒的情况。

第四部分是论述五华客家话日常生活类词语探源。这部分为
两个方面：

1、古语来源，主要举例论述五华客家话中保留的一些古汉语



成分的词语。

2、粤语来源，客家话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借用了很多外来词，
其中借粤语的词语相对比较多，这里举例了部分借用粤语的
词语。

第五部分是结语。主要对这篇论文作了总结和希望更多的人
了解五华客家话的语言魅力。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系统存在的不足。这篇论文的写作
过程，我虽然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论文写作，
并且得到指导老师和同学们的诸多帮助，但由于我个人知识
积累不足、见识浅薄、经验有限、水平不足等原因，这篇论
文可能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有待改进。请各位评委老师多
批评指正，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中学到更多。

谢谢！

毕业设计答辩演讲稿分钟篇二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我是xx级表演专业毕业生xxx，学号：xxxxxxxxxx

我论文的题目是"浅谈表演创作中的语言艺术"。

语言的范围很广泛，有生活语言，艺术语言，比如播音，相
声，朗诵等等，本论文谈及的是表演中的语言，具体说是台
词。文章中心是：当语言能传递思想感情，表达人物形象时，
表演才能实现艺术创造；当表演实现了艺术创造，那么那些
能够传递思想感情，表达人物形象的语言，也才能上升为艺
术的语言。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就是我的题目“表演
创作中的语言艺术”的含义。



文章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语言魅力的描述”。

我想既然我在我的论文中把语言称为是艺术的语言，既然我
认为艺术的语言能够推动表演进行创作，那么这语言一定是
吸引人的，一定是富有魅力的，所以我从魅力的角度来描述
和展现语言。

有魅力的语言，是能够感染人的，不一定没有好音色的演员
就没有语言魅力，重要的是语言中夹杂真情，能够传递人物
思想感情，就好象有人说话别人爱听，有人说话别人不爱听，
需要的是具有表现力的语言，能让人们去尽情欣赏，这才是
魅力所在。

魅力可能来自一个人的天赋，但更多的是的培养。那么如何
实现语言的魅力，来推动表演进行创作，就需要语言的表现
技巧和提升内涵修养两方面相结合，这也是我论文接下来的
两大论点。

那么我先提到“语言的情感交流”这部分。

语言在表演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实现情感交
流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所以我从“语言在表演中的重要
性”来论述。包括声音的塑造啊，台词的诠释啊，具体到潜
台词的挖掘啊，语言的性格化表现啊，语言动作性啊，方言
的运用啊等等角度来谈。

表演要做到“语言肖似，宛如其人”。把话说活，也就是说
得生动和富有感染力。我想同样的一句话，不一样的个性人
物，在不同的规定情景，用不同的心态，讲出来的感觉也会
不一样的，比如“出去”这两个字，你是愤怒的命令呢，还
是无可奈何的态度呢，是用疑问句呢，还是用肯定句呢，是
喝醉了含糊不清说呢，还是紧张了结结巴巴说呢……关键是
演员要主动去理解去诠释这语言内在含义，去把握人物的内
在感情。从语调，语气，节奏，逻辑重音等细微的角度去塑



造人物语言。比如《骆驼祥子》中虎妞这个人物，是泼辣的，
她一不高兴起来，说话会连哭带着喊；比如久经事故的商人，
他说话可能会油腔滑调；比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的
性格是柔弱的，更多时候语气是愁苦哀怨的；而像徐静蕾演
的电影〈我爱你〉里杜桔和王毅的爱情，就是以斗嘴调侃的
特殊方式来谈恋爱的。

我想说演员要设身处地去感受人物说话的内在感情，把握人
物基调，语言要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活动，潜在的含义，人物
的关系，情感的纠葛等。否则，即使是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说出的话也是苍白无感染力的，而好的演员，即使是面对剧
本本身平淡无趣的文字，也能运用自身的台词功力来展现角
色语言。

一个赋有生命力的声音，应该可以塑造各种不同性格，不同
年龄，不同气质的角色，所谓“声音的化妆”。比如生病说
话会语气虚弱些，小孩子说话童真，傻气一些。又比如太监
说话，一定是个女里女气的男声。知识分子和农民工说话不
同，幽默风趣的人说话和忧郁的人说话也不同，等等等等，
还有比如方言的运用，特定的语言色彩能增加所扮演人物的
可信度，提高角色创作的真实。比如情景喜剧〈东北一家
人〉，电影〈疯狂的石头〉，都很深入人心。又比如我在毕
业大戏〈新黄土谣〉中扮演的娇娇，她是四川人，性格爽朗
麻辣，剧中我用四川话来表演人物语言，就能更突出人物形
象。但是我想说明一点，方言是带有局限性的，必须是建立
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基础上，而中国语言种类广泛，并非
都能普及；另外方言的发音，腔调和韵味，也不是一时半会
能模仿得准确的，需要有深入体验当地民俗语言的人才能从
声音上很好的塑造。

总之，我从正面的阐述，事例，还有一些负面影响这两个角
度来说明如何从表演的技巧，从表演创作中，来实现艺术的
语言，让语言传递情感，最终完成人物形象。有一点要指出，
就是我的这部分论述是混合了舞台语言和影视语言的，可能



舞台语言相对夸张些，影视语言相对更生活化些，但是就如
我论文中讲到的一句“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表演，话语都应
该在演员心里，在对手心里，通过由衷的表达在观众心里激
起各种各样的情感，欲望，思想等等感觉。”

其次我提到了“演员的修养”，这也是我论文的最后一大部
分。就是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演戏演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和
修养。”修养和所有可以称为艺术的门类有关，和表演有关，
同样和表演中的语言也有关，所以我必须在我的论文提到修
养的问题，我想一个演员以自身为材料，通过语言，进行表
演创作，并最终将其表演上升为艺术，除了以上我所谈到的
表演技巧外，还需要内涵修养，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有
修养好的演员，才能对表演进行创作，带动语言成为艺术；
只有修养好的演员，才能让语言艺术推动表演完成创作。

毕业设计答辩演讲稿分钟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

您们好！

我叫xxx，学号是05xxx217，我论文的题目是《信息技术与小
学科学教学的整合》，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孙xx老师，下面
我就把论文的基本思路向各位答辩老师作如下简要陈述：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引起社会的深刻变革，已经到来的
信息时代迫切要求教育进行改革，教育技术已成为教育改革
的制高点和突破口。《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普遍应用，
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
学生学习方式、教师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改革，充分
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
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这为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中
的运用以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指明了方向。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相结合就是以学科知识作为载体，把信
息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渗透到学科教学中去。小学科学课程
标准指出：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科学课程的教学应尽可能
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整合可以丰富学
习的资源，学习的形式更加多样，学习的安排更加灵活，将
更加有利揭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有利于加强教学的
直观性，使知识、能力、兴趣融为一体。易于学生接受，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学科学的能力。

因此，对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的整合进行研究，能为对
小学科学教学提供参考，为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提
供事实和理论依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与小学教学整合已经成为社
会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者主要关注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数
学、英语教学的整合研究。在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整合上，
多集中在多媒体与小学科学结合来改进小学科学教学和信息
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的整合问题上。缺乏对信息技术与小学
科学教学的整合研究。

本文共分成四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内涵和
意义，旨在增加对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理解。

第二部分主要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阐述了信息技术与小学科
学教学整合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现状：教师整体的信
息素养水平不高；信息技术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不高；为
“整合”而整合；对“整合”的理解走入误区；过分强
调“亲历”的“不可替代性”，并对对上述的现状进行了原
因分析，教师信息技术水平的影响，科学教学软硬件条件的
缺乏，教与学缺乏探索求新的意识，对新课程标准的认识度
不深，是产生上述现状的原因所在。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切入点，
本文提出了主要在情境教学、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处、模拟仿
真、虚拟实验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整合。

第四部分主要针对存在的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推进小学科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加强师资培训，
提高信息技术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使用水平和效率；努力提
高现有硬件设备的利用率，加强教学软件资源建设；重视和
加强对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管理及评价。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检索法、调查法、访谈法、
归纳总结法。

首先本文是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
写作的。

其次，本人对一线小学科学教师和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
访谈，调查对象注意了市区与农村的地域代表性。

最后，对大量的资料和调查访谈的结果进行了归纳总结，分
析原因，并提出几点可行的建议。

本文比较早的对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整合的现状进行了
了调查，并第一次对存在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语言上力求
通俗易懂，主要面向广大小学科学教师；结构上力求整洁美
观，条理清楚；内容上力求实用，能够给读者以启发和力量；
理论上力求严谨，能够在分析中给与操作上的帮助。当然，
本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由于人力和时间有限，不
能对各个地区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查。

最后，我的论文是在孙xx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严谨
治学的态度给了我潜移默化地影响。同时，在撰写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我的陈述完毕，谢
谢各位老师！



毕业设计答辩演讲稿分钟篇四

关于内容：

1、一般概括性内容：课题标题、答辩人、课题执行时间、课
题指导教师、课题的归属、致谢等。

2、课题研究内容：研究目的、方案设计（流程图）、运行过
程、研究结果、创新性、应用价值、有关课题延续的新看法
等。

4、凡是贴在ppt上的图和公式，要能够自圆其说，没有把握
的坚决不要往上面贴。

5、每页下面记得标页码，这样比较方便评委老师提问的时
候review

关于模板：

1、不要用太华丽的企业商务模板，学术ppt最好低调简洁一
些；

2、推荐底色白底（黑字、红字和蓝字）、蓝底（白字或黄
字）、黑底（白字和黄字），这三种配色方式可保证幻灯质
量。

我个人觉得学术ppt还是白底好；

3、动手能力强的大牛可以自己做附和课题主题的模板，其实
很简单，就是把喜欢的图在“幻灯片母版”模式下插入就行
了。

关于文字：



1、首先就是：不要太多！图优于表，表优于文字，答辩的时
候照着ppt念的人最逊了；

2、字体大小最好选ppt默认的，标题用44号或40号，正文
用32号，一般不要小于20号。

3、正文内的文字排列，一般一行字数在20～25个左右，不要
超过6～7行。

更不要超过10行。

行与行之间、段与段之间要有一定的间距，标题之间的距离
（段间距）要大于行间距；

关于图片：

1、图片在ppt里的位置最好统一，整个ppt里的版式安排不要
超过3种。

图片最好统一格式，一方面很精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做学
问的严谨态度。

图片的外周，有时候加上阴影或外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3、流程图，用viso画就可以了，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4、ppt里出现图片的动画方式最好简洁到2种以下，还是那句
话，低调朴素为主；

5、动手能力允许的话，学习一下photoshop里的基本操作，
一些照片类的图片，在ps里做一下曲线和对比度的基本调整，
质量会好很多。

windos画笔+ps，基本可以搞定一切学术图片。



关于提问环节：

评委老师一般提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他本人的研究方向及其擅长的领域；

4、来自幻灯的问题：某些图片或图表，要求进一步解释；

5、不大容易估计到的问题：和课题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似乎相干，但是答辩者根本未做过，也不是课题涉及的问题。

答辩者没有做的，但是评委想到了的东西，答辩者进一步打
算怎么做。

毕业设计答辩演讲稿分钟篇五

各位老师：

早上好！

我的论文题目是：论《三国演义》的“三复情节”。选这么
一个题目，最主要的还是对其新颖的艺术建构产生了共鸣。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研究
其“三复”模式对我们领略中国小说的艺术魅力有很大的启
发。

“三复情节”理论最早由杜贵晨先生提出。他在其著作《传
统文化与古典小说》重点阐述了“三复情节”的含义、剖析
了中国古代数字“三”的观念、叙述了古代小说“三复情
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探讨了《水浒传》“三而一成”
的叙事艺术及《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归纳出了67部
通俗小说中含有的97次“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耐人寻味的模式，一个突
出的美学现象。《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运用是十分成
熟的。

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写《三国演义》“三复情节”的：

首先介绍“三复”一词的出处，它最先见于《论语。先进》：
“南容三复白圭。然后解释“三复”所表示的意义；再
讲“情节”的定义：它是指事件的形成系列或语义系列；最
后借鉴杜贵晨先生的定义，概括为：“三复情节”即指“叙
事作品写人物做一件事经三次重复才能完成的情节设计。其
特点为：同一施动人向同一对象作三次重复的动作，取得预
期效果；每一重复都是情节的层进，从而整个过程表现为
起——中——结的形态。”

（一）“明写”型“三复情节”

即“三复情节”置于明处。“三复情节”置于明处的标志是
数字“三”出现于回目，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明写
又表现在两个方面：“连写”式和“断续”式。“连写”
与“断续”取自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结构时注意到的序
列事件。如七擒孟获是连写，而三气周瑜乃断续。

1、“连写”式的典型例子是“刘玄德三顾茅庐”，刘备三人
一连三次拜访孔明。在一回书里把这么一个事件连续不间断
叙写完毕。

2、“断续”式的典型例子是“孔明三气周公瑾”，一气在第
五十一回，二气在第五十五回，三气在第五十六回，三回叙
一事，堪称断续之典范。

（二）“暗写”型“三复情节”

主要是指“三复情节”隐藏在文中而不是直接出现于回目处，



一般不太明显，仔细读来方可发觉。

1、以淡化数字痕迹来叙写“三复情节”

作者不用一、二、三标明所重复的次数，第五十三回写“关
云长义释黄汉升”，内中有“黄忠三射关云长”的情节片段，
说的是攻打长沙的时候黄忠因被战马掀翻在地，云长义释之。
黄忠为报不杀之恩，接连虚拽弓弦，只字未提“第一、二、
三次如何”，却把“三复情节”写的惊心动魄。

2、以时间序列来表现“三复情节”

张飞在葭萌关大战马超，也是用了“午后”、“歇马片时”、
“夜战”三个时间名词。便代替了一次、二次、三次刀光剑
影的鏖战。

3、以数字“三”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的“三复情节”

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三复情节”。它只用数
字“三”来总括一件事完成的状态，这件事的过程被写作者
省去了。

如“操先令许禇、曹仁、典韦领三百骑，于傕阵中冲突三遭，
方才布阵。”[4]p66这便是典型的省略了发展过程的“三复情
节”，第一遭、第二遭、第三遭是如何冲突的，是一个悬念
式的情节。毕竟它写的是文学艺术，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想象，
这无碍大局。如果作者换一种说法叫“许典曹三突傕阵”，
用回目标示出来，再大些特写这三次冲阵是怎么的激烈，如
何的精彩，也未尝不可。

这类例子在《三国演义》中有很多。

分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两个方面。



1、表层原因：主要是指《三国演义》“三复情节”源自三国
史书、平话小说及“三国戏”，例如史书：《蜀书。诸葛亮
传》载：“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就这么一句话，
这便是“三顾茅庐”的最初源头。“三往”经过艺术加工，
便成就了一个经典的“三复情节”——“三顾茅庐”。

2、深层原因：说起来只一句话。即“三复情节”的关键在于
一个“三”字，这个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数字在中国传统文
化心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人认为“三”是“自然
之始祖，万殊之大宗。《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渐次由一个哲
学基数发展成为礼数，最终衍变成了中国人行动原则的一个
定数。那便是讲究“礼以三为成”，古代臣礼呼万岁
曰：“万岁万岁万万岁。”重复三遍。思考问题讲的是“三
思而后行”。喝酒要“三巡”。等等。在文本中反映出来，
便奠定了中国“礼以三为成”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中国作家
们不可忽视或省略的一个文化现象。典型的有《弟子规》、
《三字经》都尚三字一句。在文本中的情节构思上也讲
究“三次成一事”。

（一）以数字“三”为情节的结构手段，保证了情节的繁简
适中

东西太小，我们难得看清楚；而东西太大，不着边际，我们
就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此说来，有一定的“度”
才是最符合审美要求的。例如“三顾茅庐”、“三气周瑜”
都写得有头、有身、有尾，层次分明。事实也证明，较
之“六出祁山”与“七擒七纵孟获”，“三顾茅庐”与“三
气周瑜”更容易获得受众，其流传范围要更加广泛。

（二）重复中的反重复手法使得“三复情节”更具艺术魅力

“三顾茅庐”写的是刘备一连三次访求贤才诸葛亮的故事。
三次不是简单的一去，见诸葛亮不在，折回去了；再去，诸



葛亮又不在，又回去了；第三次去，便见着了。这中间的遭
际是复杂的，悬念跌生的。总的讲来，三次去隆中，乃是重
复的手法，而其中的各种际遇，又是反重复的手段。

（三）“三复情节”中的螺旋式上升形态强化了叙事艺术的
美感

刘备从得到讯息至见到诸人，经历了喜悦（使者报曰孔明已
回，遇到石广元与孟公威，误以为其中有一个人是诸葛
亮）—失落（二人中无孔明，刘备诚邀二人相助，却得到了
一个不愿问治国安民之事的答复）—大喜（听童子说先生在
堂上读书）—惊讶（先生又非卧龙耶？原来这个所谓的“先
生”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童子误会所致）—惊喜（遇到
黄承彦，以为见到了诸葛亮）—悒怏（即不高兴，不快乐，
因为所遇之人又非诸葛亮），这一个暗的“三复情节”却把
它的情节的“进展”与“阻塞”发挥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
这是典型的螺旋式上升形态。

在《三国演义》“三复”特色的影响下，包括历史演义、英
雄传奇、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等在内的明清的各种文体都有
这种情节模式的运用。运用最多的乃是公案小说，例如《施
公案》。可以说，“三复情节”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是我国
古代通俗小说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