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1：将伟大的抗疫精神融入到《商务写作》课程 

1.案例主题：及时反映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新闻报道、消息写作 

2.结合章节（案例课时）：信息文书/消息的写作  2课时 

3.案例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新闻。这些新闻大多

都是以消息的形式传播的。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举国上下即将喜气洋洋迎接传统新年的时候，一场意

想不到的新冠肺炎疫情瞬时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全国响应党中央号召，步调一致抗击疫

情。各行各业、各路人马迅速集结起来，驰援武汉、阻击疫情。每天的疫情通报信息、

反映各地医护人员冒险救死扶伤的新闻、中央集中力量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消息

等铺天盖地涌现出来，这些消息及时反映了中国制度的优势，中国人民的精神——生命

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全

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迅速战胜疫情，逐步复工复产，直至恢复正常生活，体现了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可以说，在我们居家不出的日子里，是这些具有“新、快、真、短”特点的新闻给

全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为我们战胜疫情提供了极大地帮助和支持。所以，我们在

学写新闻时，一定要牢记“新、快、真、短” 的特点。 

4.案例描述： 

课程引入：从造成我们不得返校、居家上网课的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告诉

学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居家学习、停课不停学，把灾难当教材等。虽然我们居家不

出，但我们仍然可以及时了解我国抗击疫情的情况，为什么？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

各种媒体发布的新闻获得各种信息。 

讨论分析：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关注疫情的？为什么我们国家能迅速控制疫情？推荐

1-2篇你最关注的疫情消息。 

概括引导：写消息时，一定要做到内容新鲜、事实准确、报道迅速、篇幅简短，具

有社会意义。一定要牢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消息的价值在于新。传播正能量是新闻写

作者的责任。 

知识讲解：消息的含义和要素、消息的格式、写法和要求 

例文分析：从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正规媒体上选择例文（选择有价值的例



文），分析其内容与写法，掌握其写作格式和要求。 

课堂总结：消息是以最直接、最简练的方式报道新近发生或发现的具有一定的社会

意义的事实的一种新闻文体，是最经常、最大量运用的报道体裁。我们在写作时，不只

是要掌握其写作格式，更要注意选题的意义和价值，注意发挥其具有的巨大宣传引导作

用，传播正能量。 

5.学生反馈：针对同一事件，网络上会有各种消息，有时甚至会观点不一。提高学

习，认识到从正规媒体获取消息的重要性，不信谣、不传谣。学习抗疫一线涌现出来的

英雄人物的事迹，从我做起、躬身践行，发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自己的贡献。 

6.案例反思： 

实施效果及成果：通过此次课，学生不只是学习掌握了消息的写作方法，学生更加

关注抗击疫情的人和事、更加关注国家大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组织的抗击疫情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我们在疫情阻击战中涌

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更加敬佩。课后作业中，写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抗击疫情的消息，从

媒体上搜集阅读了大量反映一线抗击疫情的新闻和消息。 

反思：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引领人昂扬向

上，感召人发愤图强，激励人勇毅前行。因此，在写作教学中融入伟大的抗疫精神是非

常必要的。 

《商务写作》课虽不是思政课，但是教学内容、所引例文具有明显的思政元素，因

此，该课程具有进行思政教育的优势。在教学中要根据课程特点和优势，适时进行思政

教育。既不能让学生感觉到牵强、造作，又要能够让学生在学习内容中主动自觉的获得

思政教育，这需要科学的课程设计和正确的教育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