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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5_AC_E5_c26_22746.htm 言语理解与表达的实质

是以人脑的视听思写说系统为能动处理器和反应器、以语言

文字为媒介和载体，并进行信息获取、加工、处理与传达，

与发现、认识、沟通和交流等活动。这就决定言语理解与表

达测验作为一种职业能力测验，与语言学的专业测试要求是

不一样的。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前者侧重于应用，不考名词术

语，而是考察语言知识的广度，不考深度；同时，考察考生

对语言知识正确迁移的能力，对语言规范运用的敏感性。言

语理解与表达式人际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和基本途径。作为一

名公务员，每天在办公过程中，不仅要和各方面的人士打交

道，又要处理大量的机关文件，这些不但需要，而且必须要

求公务员有较强的言语理解与表达的能力。 言语理解与表达

的题型共分为四种：(为了能够使读者看过后更清楚明白，在

此，我将应试技巧糅合到了各题型里面。)一．听力理解。由

于此题型仅在04年出现过一次，故在次不再细讲，一带而过

。 二．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是考查应试者对语言文字与短文

及短文章的综合分析能力；对词语一般意思和特定意思的理

解；对较复杂的概念和观点的准确理解。所以在阅读短文或

短文章的过程中，应试者应充分运用自己的言语知识和写作

经验，对有关资料的语法、语义及修辞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一

定的分析、综合与推理。其解题思路为：先找主题句或者关

键句。因为短文的主要内容便在于此。其次，使用排除法。

或许大多考生都用过这种方法，只是过后自己没有总结罢了



。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应考者对正确答案毫无头绪时。这时

就需要应考者先将明显不对的答案排除掉，那么剩下的就毫

无疑问，定是无疑了。此题型的题目大致在四个左右，并且

排序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大体是先易后难。把握这个特点有

利于考生及时调整心态和适时地采取“放弃”的措施，从而

使得自己的最优化。 三．词语表达。词语表达包括两部分：

选词填空和词语替换。但无论是选词填空还是词语替换，做

好这些词语表达题的关键就在与应试者头脑中应当拥有大量

熟悉的词汇。在此基础上，可采用以下步骤：(1)首要的要找

到语感。语感能使应试者在不能确定准确答案时，顺利地找

出正确答案。但语感的培养却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达到的。

应试者应该将工夫下在平时，时间久了，便水到渠成了。(2)

准确地把握词义亦不可少。把握词义与语感培养相似，却又

有不同。词义把握的工夫亦在平时，但词义把握要做好，就

必须在平时熟记大量的词汇，并能准确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

的含义。应考者切忌不可抱侥幸心理。 四．语句表达。无论

是病句判断、歧义判断，还是长句判断或选句填空，都需要

熟悉基本的语法知识，依靠语法知识对句子进行分析。所以

，应考者在平时不能忽略了基本的语法知识。在语句表达的

多种题型中，各自又有不同的解题技巧。 1． 病句判断.针对

此题型，应考者最好将自己的语感充分运用。病句都是不符

合人们日常使用规则的句子，只要应考者有好的语感，默读

两遍就可以将病句准确选出。2．歧义辨析。解答歧义句的技

巧需要自己在做模拟题的过程中总结积累，以备在考场上运

用自如。在这里，笔者大致介绍三种：(1)分清歧义句的类型

。歧义有很多种，如读音、轻重、停顿不确定引起歧义；多



义词引起歧义；兼类词构成歧义等等。清楚了歧义的原因才

能更好地找出歧义句。(2)上下文联系法。将上下文联系起来

分析句子，就易分清该句是否有歧义。(3)添加标点法。有些

句子有歧义，可能与句子的标点符号不正确有关，只要加上

适当的标点符号，就可避免歧义。3．长句判断。长句判断其

实很简单，只需将长句的主谓宾拉出来，句子的意思也就随

即明确了。再者就是要小心“双重否定”所造成的迷惑，注

意“否否为肯”的使用。4．选句填空。此题型的解题技巧主

要是考察应试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考试时，应考者千万要

从这个源头去寻找答案，不可舍本逐末，乱选一气。 总之，

在考试时，要联系起过去所学的语文知识和在做题时所总结

的应试技巧，对考题进行语法、语义、修辞、逻辑等等一系

列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以把握考题的关键和要求，

同时也调动和准备好相应的内容来进行解答。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