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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有“说话”一项。这是为了考查应试者在没有文字材

料依托的情况下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程度以及自然、流

畅的水平。这不单单是对应试者语言水平的考查，同时也是

对应试者心理素质的考验。 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即席讲话时，

由于紧张或忙于确定说话中心、组织词句而顾此失彼、暴露

出许多缺点。因此，在说话训练时，不仅要注意训练成句成

段话语语音的自然度，同时也要注意训练用词、造句以及快

速思维的能力。 （一）语音自然 所谓“自然”指的是能按照

日常口语的语音、语调来说话，不要带着朗诵或背诵的腔调

。照道理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谁会在日常生活中

对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朗诵呢？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方言区不少

同志在日常生活中是讲地方话的，除非背书、读报才用普通

话。许多同志都是用朗诵来作为学习普通话的主要手段。再

加上方言区的同志大多没有机会听到规范的日常口语。久而

久之，就把戏剧、朗诵的发音当作了楷模来仿效。这就造成

了不少同志在说话时的“朗诵腔”。 其实，仔细考究起来，

说话是一种交际手段。人与人交往时贵在真诚，人们希望听

到的是亲切、自然、朴实无华的语音。朗诵是一种艺术表演

。由于表演的特殊环境（如场子大，观众多，表演者与听众

距离远等），它需要进行艺术加工，也允许美化、夸张。这

两种语音在发声、共鸣甚至于吐字、节奏等等主面都是各有

特点的。它们各有各的用途，不能相互代替。一位名演员下



台回家之后，对家人使用的必然是日常口语发音而绝不可能

仍然用台词的发音，就是这个道理。 （二）用词恰当 用词恰

当首先是要用词规范，不用方言词语。例如有的上海人把“

用抹布擦擦桌子”说成“用揩布揩揩台子”，把“自行车”

说成“脚踏车”，这就是用词不规范。除此而外，还有三点

是应该注意的： 1、多用口语词，少用书面语 在说话时，应

该尽可能多用口语词，少用“之乎者也”之类的古语词或“

基本上”、“一般说来”之类的书面语、公文用语。汉语书

面语中保留了许多古汉语中的词语。这些词语很文雅，很精

炼，使用这些古语词可以使语言有庄重的色彩，但同时也就

会使语句减少了几分生动和亲切，因此不适合在说话时使用

。例如“诸如”常用在公文里，口头上说，不妨改为“比方

说⋯⋯”更好。“无须乎”也不如“不必”来得生动自然。

“午后二时许”就是“下午两点多钟”的意思，但用在小型

联欢会上，就不如“下午两点多钟”更为活泼。运用口语词

可以使话语显得生动。 我们试看一位学生在讲述自己爱好滑

冰时的一段话：所以回到家里呢，我妈看见挺心疼的。但是

我说我一定要学会。现在呢，将就着学会了。就是不会转弯

，转弯就要摔跟斗。 这段话里全是大白话：“我妈”、“心

疼”、“将就着”、“摔跟斗”这些词如果改成书面语，那

效果就不一样了，现在试试： 所以回到家里母亲很舍不得。

但是我下定了决心要学会。现在已基本上学会了。就是不会

转弯，转弯就要跌倒。 2、不用时髦语 社会上常常流行一种

“时髦语”。前些年从北方传来“没治了”、“震了”、“

盖了帽儿了”、“毙了”（都是“好极了”的时髦说法）。

这些年又从港台传来“做骚”（表演）、“挂咪”（告别舞



台）、“发烧友”（歌迷）。上海地区又土生土长了“不要

太（=太）”、“淘浆糊”、“巴子”等时髦说法。这些时髦

语虽然可以风靡一时，但它们是不规范的，因而也是没有生

命力的。满口时髦语不单会削弱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只能暴

露出说话人素质的低下。 3、避免同音词 在口语中没有文字

材料做依托，如果遇到同音现象，就容易造成误解。“向前

看”容易被误听为“向钱看”；“期中”也容易被误听为“

期终”。因此人们在说话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有同音词的

语词。据说有人出差到安徽，想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服务

员指着一种宽面条问“面皮要不要？”当她听到“不要”的

答复时，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上海人来这儿，怎么都是不

要面皮的？”想不到这句话引起了旁边站着的一对年轻的上

海夫妇极大的愤慨，认为这位服务员侮辱了上海人。其实不

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方言词语加上同音现象所造成的一场误

会。服务员使用了一个方言词“面皮”，而这个词正好与上

海话中表示脸面的“面皮”相同。这样一来，原来服务员所

讲的意思“不吃宽面条”就被误解为“不要脸”了。由此可

见，在口语中避免使用同音词也是非常重要的。[1] [2] 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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