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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5_91_98_E9_c26_23735.htm 言语表达能力也直接是

面试的重要测评要素之一。面试中语言技巧使用的优劣，直

接反映了考生的知识和修养；良好的语言表达技巧，会推动

面试的顺利进行，协调考生与考官的沟通，使考官能够全面

了解考生的能力和素质。 下面我们将逐一介绍各种语言技巧

， 一、 “我”字的使用 1、减少“我”字的使用频率 在考场

上，考生极力向考官推销自己：“我”适合这份工作；“我

”毕业于某某学校等等。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多数人既有展示

自我的欲望又有不愿意做别人的观众的心态，因此在考生痛

快地使用“我”的时候，考官可能已经厌烦了。 请大家比较

一下这样的两种说法： 考生甲：“在我负责销售部期间，我

使部门工作获得了较大起色，并且在我的严格管理下，本部

门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进步，因此我得到了总公

司的赞赏，这令我非常欣慰。 考生乙：”在我负责销售部期

间，部门工作获得很大起色，不仅销售额比去年上升了百分

之三十，而且部门职员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进步，总公司

对此的奖励，是对我们全部工作人员的极大的鼓励。” 应该

说，考生乙比考生甲更会令人接受和喜欢。他没有一连串地

使用五个“我“并且未将功劳全部归为自己，因此同样的内

容，考生乙的表达效果就好得多。 除了这个例子表明的尽量

少用和避免重复使用”我“字以外，还有一些关于“我”字

的使用技巧。 2、变单数的“我”为复数的“我们”； 3、、

用较有弹性的“我觉得”“我想”来代替强调意味很浓的“



我认为、“我建议”等词语，以起到缓冲作用； 4、、使用

“我”“我们”的替代语，如“本人”“大家”等，以转移

“我”，“我们”的语义积累作用； 5、对“我”字作修饰

和限定，如，”我的拙见””我个人的看法”等； 6、在符

合语法的情况下省略主语“我”，如将“我认为这是一次成

功的运作”省略主语变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运作。 总之，除

了在明确主体、承担责任的语义环境下，应慎用和巧用“我

”字。 二、发表意见的技巧 针对某一问题考生能否发表合理

的、深刻的、有建设性的观点，是公务员面试中的一项一般

的而且是重要的测评项目。为了争取考官的认可，考生除了

要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发表真知卓见，也要掌握表达自己观点

的艺术，以此来促进考官对自己的观点的理解和接受。 ①考

官提问时请考生注意听，抓住考官提问的要点，同时合理组

织自己的语言，考官未说完，绝不能打断其话头，静待考官

说完后再从容不迫地发言。 ②保持与考官的及时沟通。发言

时，一定要密切观察考官的反应；考官未听清楚，要及时重

复；考官表示困惑，要加以解释或补充说明；如果考官流露

出不耐烦的情绪，请自己结束话题，而不要等到被打断。 ③

不要固执己见，应该允许考官提出相反意见，并且虚心倾听

，真诚请教。若经过讨论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要记住不要

明确否定考官的意见（尽管实质上已经这样做了），同时尊

重考官的意见。 ④当问题属于中性或不易引起争论时，可直

接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⑤当自己的观点不易被接受时，

可以使用“层层递推法”和“反证法”。 前者指先从考官易

接受的但离你的真实主题较远的观点谈起，逐步接近你的真

实观点以清晰的逻辑和考官们充分的思想准备，去推销你的



观点。后者是指用“相反”的方法提出观点，然后逐步去证

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最终阐明你真正的观点。人们反对错

误的观点往往比接受正确的观点更容易。 提供确切的信息支

持自己的观点．当考生提供了确切详实的论据，而不是仅提

自己的主张时．你的观点就容易被接受。 三、考生的语言表

达要精练准确 考生的发言需简洁、精炼，谈吐流利、清楚，

以中心内容为线索，展开发挥。考生不要东拉西扯，将主题

漫无边际地外延。 为了突出自己的中心论点，考生可采用结

构化的语言。回答问题时．开宗明义，先做结论，然后再做

叙述和论证，条理清晰地展开主要内容。当然也要避免议论

冗长。 四、怎样做恰当的解释 在面试中解释是常用的表达方

式。解释的目的是将考官不明白或不了解的事实、观点说清

楚；或者是阐释某件事的原因；还或者是将考官的误解及时

澄清。 “解释”本身并不难，但要使自己的解释达到预期效

果，这就需要一定的原则和技巧了。 ①解释的态度应端正 考

生在做解释时，不能因为考官要求你解释的问题太简单而表

现得不耐烦或自傲，很多时候，考官并不是真地不懂或没听

清，他们也不是想搞清楚你到底懂多少。考官要求考生解释

某一问题，往往考察的就是考生会不会解释！ 考生也不能因

为自己被误解或自己的回答被怀疑，需要自己做出解释，而

感到委屈和不满。考生在做解释时必须态度诚挚，用渗着情

感的语言来说明问题。 ②应适时收尾 当解释实在难以奏效时

，考生不必着急，“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考官已经做了

某个判断，考生往往很难改变他的观点。这时转移话题是最

好的解决办法。而考生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非要让考官明

白，那样就可能将考生与考官的关系弄僵。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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