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举办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大学生辩论赛的通知

各分团委、学生会：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学

生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丰富

同学们的课余生活，锻炼同学们的思辨才能与逻辑思维，校团委、

校学生会特举办“学而论道 思辩争锋”——2023 年大学生辩论

赛，以充分展现我校青年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活动主题

学而论道 思辩争锋

二、组织机构

主办：共青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承办：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大学生和山演讲辩论社

三、比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 年 5 月



地点：另行通知

四、参赛对象

二级学院代表队及校级学生组织代表队（共 8 支）

五、比赛安排

(一)学院初赛

各分团委自行组织辩论赛初赛，具体赛制可自行拟定，建议

以专业、团支部、班级等为单位进行比赛。比赛辩题可自行决定，

建议辩题选择贴合社会热点、符合时代精神和新时代大学生精神

风貌等的辩题。

(二)校级复赛

1.各学院辩论赛初赛的辩手们将重新组为一支学院代表队

（每队 6 人），代表各自单位参加校级复赛，请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 11: 30 前将各学院参赛队伍的辩论赛报名表（附件 1）报送

校学生会张淼，QQ：2928953142。

2.校级复赛各学院参赛队伍需配备一名领队（各学院分团委

相关负责人担任）、一名联系人（由参赛队员其中一位担任）。

3.校级复赛将进行抽签分组，采用小组积分循环赛制，半决

赛、决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最终角逐产生首届校园大学生辩论

赛各奖项。

六、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团队奖冠军、亚军、季军各一个；个人奖设最佳

辩手一名、最佳应变奖一名、最佳风度奖一名。



七、比赛要求

（一）各分团委高度重视，熟悉赛程安排，充分准备，确保

辩论赛的有序进行。

（二）校级学生组织代表队中，同一学院学生不得超过 2 人，

学生不可重复参加多支队伍。学院代表队参赛辩手必须为该队所

属学院在籍学生，正式辩手 4 人，替补 2 人。队伍名单确认后，

队伍成员不可调整，正式比赛队员必须为名单内成员，如遇特殊

情况需替补选手参赛时，应于赛前报主办方批准。

（三）各参赛队伍成员需统一着装，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

于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到达比赛现场，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身份验

证。

（四）各队伍严格遵守比赛纪律及比赛规则，服从大会工作

人员安排，尊重评委评判，如有异议，请于赛后与组委会联系。

（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方式：校团委郑丽琼老师 0719-8126040；第二十三届

校学生会轮值主席张淼 15926155209

附件 1：辩论联赛报名表

附件 2：辩论联赛规则流程

附件 3：辩论联赛注意事项

附件 4：辩论联赛评委评分表

附件 5：辩论联赛评分方法

附件 6：辩论联赛辩题题库



附件7：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辩论联赛计时软件（各

二级学院学生会负责人携带设备下载拷备）

共青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2023 年 4 月 23 日



附件 1：

辩论赛报名表

代表队： （盖章） 填报人： 电话号码：

领队姓名 电话号码

成员 学号 专业 电话号码



附件 2：

辩论赛规则流程

1.正方一辩发言，时间为三分钟。论据内容充实清晰，引述资料

恰当，逻辑清晰，言简意赅。

2.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一辩，时间为一分三十秒，反方辩手须针对

正方一辩的立论进行针对性质询。质询需紧跟对方立论展开，问

题与对方论点密切相关，被质询方需正面回应对方质询，不应回

避问题。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中

止答辩方。

3.反方一辩发言时间为三分钟。论据内容充实清晰，引述资料恰

当，逻辑清晰，言简意赅。

4.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一辩，时间为一分三十秒，正方辩手须针对

反方一辩的立论进行针对性质询。质询需紧跟对方立论展开，问

题与对方论点密切相关，被质询方需正面回应对方质询，不应回

避问题。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中

止答辩方。

5.正、反方二辩盘问，问方总时间二分钟，回答方总时间二分钟，

双方分别计时，但并不限制单次发言时间。二辩可以质询对方一、

三、四辩。盘问方提出某个问题，可指定接受盘问的三名辩手中

的任意一人回答，如盘问方未指定某个问题由三人中的哪一人回

答，则回答方三人可自行决定由某一人回答。如一方发言时间已

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盘问



方不得只选择把问题让三人中的一个人回答。答辩方只能作答不

能反问，而质询方有权在任何时候中止答辩方。正方结束，反方

开始。

6.正方三辩对辩反方三辩，时间各一分三十秒，双方以交替形式

轮流发言，辩手无权中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双方计时将分开进

行，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用为

止。

7.正、反方二辩半场小结，时间一分三十秒。可以补充说明己方

的立论，也可针对对方立论进行辩驳。针对对方立论进行辩驳时，

请不要脱离现场，不要对自己假设的对方观点进行辩驳，正方结

束，反方开始。

8.自由辩论，时间各四分钟。由正方开始发言。发言辩手落座为

发言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记时标志，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

着发言；若有间隙，累积计时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

不限。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对方问题故意回避或者对对方

已经明确回答的问题故意纠缠不放的，都将影响己方成绩。如果

一方时间已经用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

发言。

9.反、正方四辩总结陈词，时间为三分钟。总结陈词应针对该场

比赛的实际情况，可以适当加入背诵或朗读事先准备好的文稿，

但是沉稳的临场发挥会被评委计入最终胜负的考虑范围中。反方

结束，正方开始。



附件 3：

辩论赛注意事项

1. 各参赛辩手应衣着整齐，落落大方，仪表端庄，朴实自然，

不要佩戴饰物，不要化妆过重；

2. 各参赛队必须在赛前 10 分钟到达比赛场地。

3. 若参赛队有特殊情况，须至少在比赛前三天与承办方说明原

因，并与另一支参赛队进行协商。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

比赛推迟至该阶段比赛完成后的第一天进行，其他比赛时间不

变。若对方不同意，则比赛照常进行，规则不变。若未在比赛前

一天告知辩论赛负责人与另一支参赛队，则比赛照常进行，规则

不变；

4. 各参赛队队员在队长带领下进入比赛场地，及时在签到处签

到；

5. 辩论时辩手须坐姿端正，不能有明显的交头接耳，不能将大

开面的纸质材料置于桌上（便笺除外）；

6. 辩论赛过程中，双方言行要文明，不可涉及个人隐私，也不

得进行人身攻击或人格批评；

7. 提倡正面交锋，反对回避问题、故意消耗对方时间。不以赛

前的假设和背诵作为比赛的基调；

8. 辩手语言应尽量平和、自然，不提倡咄咄逼人、气势汹汹，

以及朗诵式的语言风格；

9. 提倡辩手发挥个人的性格特点，充分展示个人的风采、魅力，



使比赛更加活泼生动，但不允许做出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

10. 在提问时，应提出与辩题有关的合理而清晰的问题，不得绕

开辩题自行陈词或一味引用前一阶段结论而不提实际问题，否则

视为违规；

11. 辩方应回答攻方所提的任何问题，但涉及个人隐私或违反规

则的，辩方在说明合理理由后，可不予回答；

12. 辩方在未听清楚时，可要求攻方重述其内容，但不得恶意为

之。问方也不得故意含糊其词，混淆对方视听；

13. 鲜活的实例和生动的譬喻是让人们知晓概念和逻辑的最佳

方法，但是，在举例时，请尽量避免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不要

涉及当前敏感的国际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

14. 在辩论中，为支持己方观点，可以引用名言名句，但不倡引

用敏感历史人物及当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免引起各种歧

义；

15. 双方在辩论过程中引用的例子须言之有据，不得凭空捏造数

据、事实，提倡多举实例就事论事，反对用数据、政策压迫对方；

16. 辩手发言结束需用“发言完毕”或者“我方发言完毕” 等

字眼声明；

17. 辩论赛进行期间，辩手必须服从主席（主持人）的安排；

18. 各参赛队队长应安排好本队的队员在指定的座位坐好，注意

保持赛场安静和会场清洁；

19. 辩论赛进行期间，在场评委应控制观众情绪，若发生观众辱



骂、攻击辩手行为，将取消其观赛资格。

20. 辩论赛结束后，由现场工作人员对比赛结果认同并签字，确

定此场比赛结果。

21. 由现场工作人员收回评分表和签到表，汇总整理出单场赛

果表稍后公布。



附件 4：

辩论赛评委评分表

评分标准

正方 反方

一

辩

二

辩

三

辩

四

辩

一

辩

二

辩

三

辩

四

辩

语言表达

（20 分）

1.普通话标准，语速适中

2.口头，肢体语言和谐

3.修辞得当，表达合理

4.表达流畅，说理透彻

逻辑推理

（20 分）

1.逻辑推理过程清晰

2.论证结果合理有力

辩驳能力

（20 分）

1.提问简明扼要，设问针对性强

2.回答问题精准，处理问题有技巧

3.反驳有理有据，引用实例恰当

临场反应

（15 分）

1.反应敏捷，用语得体

2.技巧多元得当

团队配合

（15 分）

1.分工合理，协调一致

2.衔接有序，互为攻守

3.自由辩论思路清晰，气氛调节有度

综合印象

（10 分）

1.仪态，着装合理

2.台风与辩风，有风度及幽默感

3.尊重对方辩友，评委和观众

个人总分

团队总分



附件 5：

辩论赛评分方法

一、评判过程

1. 抽取辩题的同时，对阵的两支队伍或领队当场在工作人员代

表监督下抽取辩题，确定辩题后双方领队在名单上签字，名单一

经签字确定，不再修改；

2. 每一场比赛所有现场工作人员必须全部到场，进行现场监督，

对阵两支辩论队现场工作人员也参与确认投票和签字，同时比赛

时分别坐至计时员两侧，监督计时员记录时间，并最终签字确定；

3. 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参赛双方参赛队伍至少选派一名代表到

场，以便了解相关情况。

二、评判规则

1. 每场辩论赛前由工作人员公布评委名单，一场比赛由若干名

评委评分和一名评委点评；

2. 若出现被选举出的评委不到场或迟到，工作人员应及时沟通

与处理；

3. 每场辩论赛先根据每位评委评分得出个人结果，然后汇总投

票得到最终获胜方；

4. 最佳辩手的评判也由评委投票决定，评委需在评分表上以“X

方 X 辩 XXX”的方式注明所支持的最佳辩手，得票最多者为该场

最佳辩手。如出现两个以上辩手得票相同，则就得票相同者进行

下一轮投票，直到选出一名最佳辩手为止；



5. 每场辩论赛结束后，评委对比赛进行点评。点评应客观公正

的点评，不应有所偏颇，过分夸奖一方而贬低另一方。点评嘉宾

的点评不影响投票结果。



附件 6：

辩论赛辩题题库

1.内卷是个真问题/内卷是个假问题

2.故事的结局重要/故事的结局不重要

3.人类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人类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

4.环境保护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发展经济比环境保护更重要

5.科技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科技发展阻碍环境保护

6.生态保护应优先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应优先于生态保护

7.网络对大学生影响利大于弊/网络对大学生影响弊大于利

8.大学生恋爱后心理健康利大于弊/大学生恋爱后心理健康弊大

于利

9.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男性比女性更需要关怀

10.应届毕业生应当先就业再择业/先择业再就业

11.爱比被爱更幸福/被爱比爱更幸福

12.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我应该奋起直追/知难而退

13.分手后还能/不能做朋友

14.优秀传统文化更能体现民族自豪感/现代科技更能体现民族自

豪感

15.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更重要/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结果更

重要

16.毕业大学生应该选择就业/创业

17.留堰学子更看重社会发展/国家政策



18.学成返乡是社会问题/个人问题

19.大学生毕业创业应该去城市/大学生毕业创业应该去农村

20.青年志愿者的人生价值是社会肯定更重要/自我肯定更重要

21.青年志愿活动中能力/热情更重要

22.电子阅读能替代纸质阅读/电子阅读不能替代纸质阅读

23.顺境更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逆境更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24.如果你有超能力，可以让你爱的人也爱你，你是/否会使用这

项超能力

25.当代大学生应当做加法/减法更幸福

26.过程更能体现大学生的奋斗价值/结果更能体现大学生的奋斗

价值

27.大学生生活主要靠自律/大学生生活主要靠他律

28.当代大学生应该活得更现实/更理想

29.Chat GPT 的推广有利于/不利于大学生个人发展

30.拥有执念是人生之喜/拥有执念是人生之悲

31.在校大学生积累知识更重要/在校大学生塑造人格更重要

32.大学生兼职利大于弊/大学生兼职弊大于利

33.短视频的盛行提升/降低了当代年轻人的认知能力

34.“孔乙己文学”中的学历羞耻是/不是一个真问题

35.人生路上拿得起更难/人生路上放得下更难

36.青年人更应学会坚持/退让

37.对于青年来说“我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不想做什么样的人”



更重要

38.大学校园应该/不应该实施常态对外开放

39.幸福活在自己心里/别人眼里

40.当代大学生睡不着/起不来更痛苦

41.当今时代应该提倡“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干一行”

42.当代人越来越需要/不需要故乡

43.优待/不优待女性才是真正的尊重女性

44.穿衣打扮完全/不完全是个人自由

45.大学生学习/参加活动更重要

46.个人的命运是由个人/社会掌握

47.个人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个人努力/社会机遇

48.在人生的道路上,机遇更重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更重

要

49.企业用人才为先/企业用人德为先

50.代沟的主要责任在父母/代沟的主要责任在子女

51.学生参加学校活动获奖应以精神/物质奖励为主

52.温饱是/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

53.愚公应该移山/搬家

54.全才/专才更适应社会竞争

55.治愚比治贫更重要/治贫比治愚更重要

56.情在理先/ 理在情先

57.应对女性就业实行保护/不应对女性就业实行保护



58.个人需要对于大学生择业更重要/社会需要对于大学生择

业更重要

59.青年成才的关键是自身能力/青年成才的关键是外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