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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5_AE_9E_E4_c26_250801.htm 禁忌一：“条理不清

” 在公务员的面试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考生在回答问题的

时候，常常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想到哪里就说到哪

里。诚然，在即场的回答时“跟着自己的感觉”最大的好处

是反应的速度比较“快”，思维走到哪里，语言就说到哪里

，其实如果是在日常的与他人的普通交谈中倒是一个不错的

方法，因为人的思维常常是跳跃的，而跳跃的思维往往更符

合一个一个人的思维特点，在这种状况下也更容易有“更好

的”“闪光的”观点从脑海中“跳跃“出来。但问题的关键

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这样一种“回答”面试题目的“表

述方式”，确实有利于“发言者”的“表述”，但却不利于

“听众”对发言者所表达观点的“理解”和“认知”。通俗

地说，即戴斌老师认为这种方法有利于面试者把自己的观点

从自己的“脑海”中“提”出来，但却不利于“考官”“听

明白”考生所表达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在于每

个人思维特点和方式都不是相同的，“跟着自己的感觉”常

常是“跳跃性思维”，至于“思维”从“哪个点”跳到“哪

个点”常常只有“说话的人”自己知道，旁人要“自然而然

”地明白他人的“跳跃性思维”常常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的。所以面试时就需要考生，要充分地理清自己的答题思路

，要有板有眼地去回答问题，最好是清晰明了地表明自己观

点的“分类”、“前后顺序”、“思维依据”和“观点中的

因果关系”。 禁忌二：“坐立不安” 很多考生在面试过程中



常常出现“坐不住”的情况，一坐上椅子就会过于紧张。主

要表现形式有：双手显得总是不安稳，“忙”个不停，“摆

弄领带”、“抚弄头发”；或者是脚老是不住晃动、前伸、

翘起。从“紧张”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太

过在乎考试的结果。对于这个原因其实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目前公务员考试热度不退，有相当多的优秀大学毕业生都希

望能从事公务员的工作，可以说能进入公务员考试的面试环

节，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相当不易的一次机会。但如果机会摆

在一个人面前是可能“得到”也可能“失去”，正常来说，

即使是心理素质很好的人，其内心仍然会出现“波澜”。在

笔试过程中我们常常是“分秒必争”，而在面试过程中则是

“度日如年”，而在内心漫长的思维过程中，紧张就会慢慢

地滋生开来。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在乎”二字。那么如

何解决这方面的原因呢？或许有考生会反问戴斌老师：“难

道要我们不‘在乎’公务员考试吗？”“如果‘不在乎’这

个考试又如何能好好备考，又如何能考出好的成绩呢？”诚

然，戴斌老师也认为“完全不在乎”是不可能也不实际。但

我们始终要面对这个导致我们面试“紧张”的重要因素。对

此，戴斌老师的观点是，可以用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的方法是，“可以在乎，但不要太在乎。”这需要我们

理性地看待公务员这个行业的职业特点、待遇及前途等。现

在不少考生似乎都把“公务员”看得“太重”，在这里，需

要澄清的是，戴斌老师不是认为做公务员不好，而是我们应

该这样看，公务员这个职业是好职业“之一”，是“之一”

而不是“唯一”。一直以来，戴斌老师在的授课过程中都是

跟所有的考生传递的这样一个理念，那就是我们应该全力追



求“成为公务员的机会”，但是我们不一定必须去做公务员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公务员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不应该是

“唯一”的选择。作为一个老师，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戴斌

老师常常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人，应该努力

去追求成功的机会，比如公务员职位、优秀企业职位、出国

深造、读研读博、创业等一切成功的机会，而不是把眼睛只

盯住成功的其中一个角落。其实，戴斌老师认为，“成功的

机会”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的区别

。关键是，一定要在自己所拥有的机会中选择一个最好的最

适合自己的职业。如果广大的考生能够在自己脑海中剔除掉

公务员的“唯一”式的属性，替以成功的“多样”式属性，

相信反而有利于自己的公务员备考及水平的发挥。 （二）“

害怕”领导。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参加过面试的考生都

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一进到面试室里面，黑压压的一排领

导坐在前方，瞬间就有些“犯晕”了。而且不少领导样子还

是比较严肃的，而考生在这个时候出现“怯生生”的情况就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其实考生要纠正的一个想法是，领

导也是人，而且作为一个曾经的“过来人”，他们或许比你

自己还要能体会你作为一个“面试者”的心情。所以不必太

紧张，用看待长辈的心态面对领导，自然就不会在面试考场

上“坐立不安”了。 （三）不适应面试的场合。谈到这个点

，多少就和人的心理是有关的。一个人，除非是心理素质非

常过硬的人，一般来说，在一个陌生的场合中与别人谈话，

往往要比在熟悉的场合中显得紧张得多。通俗地说，就好像

在家里，即使让你谈论一个从来都没有涉及过的话题（比如

让你谈一下最近美国的次级债市场对全球股市的影响），或



许完全不关心财经的你也不会感到一丝的紧张。而在一个没

有从前没有待过的场合（比如在有一堆陌生人坐在你面前的

一个“小屋子”里），要你谈一个你非常熟悉的话题（比如

谈一下你大学的专业，或者你的母校），这时候很可能非常

熟悉的内容也会变得不熟悉起来，因为人在陌生的场合会觉

得“不习惯”，而这种“不习惯”在“目的性”的牵引下，

就演变成了“紧张”，而面试时坐在椅子上的“紧张”就会

变成“坐立不安”。对于这个点，戴斌老师建议考生不妨在

平时多尝试在一些陌生的场合发表一下个人的言论，在平时

尽可能多锻炼自己“语言表达”方面的“环境适应能力”。 

禁忌三：“引经据典” “引经据典”这四个字，在许多传统

的想法中，是一个“褒义”的词语。诚然，“引经据典”毕

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了人的一种能力，至少能说明所

“引”的这些“典故”，“引用者”是知道的，见过的。即

便是“生硬”的，也比那些腹中空空的面试者强许多。但并

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引经据典”。其中，公务员面试过程

中就不大适合这样做。 首先，“引经据典”即使在文学作品

中，也只是“小品”、“随笔”和“杂文”这几种文体中比

较常见。而实际上，在面试过程中，在面对面的“交谈”或

“交流”中，是否大量引经据典并不是衡量一个人谈话“水

平高低”的标准。 其次，戴老师发现有个别面试的考生，特

别喜欢在公务员面试时引用典故。但是，目前很少有人能像

“文学大师”那样在“引经据典”中“收放自如”。而且很

多时候面试的考官年龄都比面试者要“大”，甚至“大”很

多。所以考生在公务员面试时的“引经据典”，常常被认为

是不成熟的“引经据典”，给考官一种“刻意”或者是“做



作”的感觉，反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再次，在面试过程中

，由于时间很紧凑，而考官本身的工作强度也很大，如果考

生“引经据典”（或者是大量“引经据典”）的话，就很可

能“变相”地拉长了面试时间，无形增加了公务员考录工作

的工作量。从这个角度看，是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好感”的

。建议考生在考场上回答面试题目时，直接到达“重点”为

宜，切记在无关紧要的“典故”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禁忌四

：“东张西望” 公务员的面试表面上看是一个“考试”，是

公务员招考过程中的“第二个考试”。而实际上公务员的面

试是“考官”通过“与考生面谈”的方式，“了解”考生的

一个过程。重点是“了解式”的，而不是“审问式”的。所

以考生一定要把公务员的面试当成是一个“郑重的”“交流

过程”。考生要体现的首要并不是谈话的“内容”，而是谈

话的“态度”。所以戴斌老师建议考生面试时要真诚地注视

考官，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否则会显得不尊

重对方。 禁忌五：“长篇大论” 说到“长篇大论”，在文义

上看，是指滔滔不绝的言论，多指内容烦琐、词句重复的长

篇发言、表述或文章。戴斌老师认为，“长篇大论”是在面

试过程中需要避免的第一个点。因为公务员面试，其实质就

是面试者面对考官时所做的一个“发言”，而这种“发言”(

或者说是一种在别人面前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务员

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缩影”。为什么这么说呢？或许大家都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基层公务员，很多时候当出现的各种各

样的“情况”时，而这个情况是你了解而别人不了解时，这

时侯实际上有两个工作是需要做的：一个是向领导“表述”

这个情况，让领导了解情况后再做出“决定”。还有一个工



作是，要把情况向其他的同事或工作人员“表述”这个事实

，让其他的同事或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再共同“出谋划策”

，“集思广益”。 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公务员，尤其是基层

公务员，“表述情况”的技巧和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的。而

任何时候，其实“言简意赅”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

没有人会喜欢“累赘的”、“重复的”表述。而且现在的社

会，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比过去大大地加快了，如果一个

事实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表述”清楚，但某些人却用了10分

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表述”，这无疑是一种“效率”不高

的表现，效率不高除了影响自己的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同时

在“灼烧”别人的时间和生命。以下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

将结合过往的实际辅导经验，给大家几个考场的真实例子： 

实例：某考生在校期间是一个很活跃的学生干部，在职务上

，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团成员、校团委常委和学院党支部副

书记(学生副书记)，而且在校期间组织过多项大型文艺活动

，也拿过很多学术和文体竞赛的奖项（包括很多演讲赛的奖

项）。可以说单从其“辉煌经历”来看，其确实是一个很优

秀的大学生。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考生却曾有两次的面试

失败经历。当时，这位考生曾在戴老师的博客上以悄悄话的

形式留言，谈到这个方面的困扰。后来与其联系了解情况，

戴老师发现问题关键是出在了其最擅长的“语言表达”上。

或许说到这里，很多考生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这位考

生“口才”不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上文已经介绍其拿

过很多演讲赛的奖项，其“口才”实际上是很好的。但为什

么问题关键会出在了“语言表达”上呢？或许答案说出来，

大家会不可“接受”。其恰恰是因为口才“太过好了”。因



为在面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组织活动类”的题目或“社会

热点评析类”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往往又是很多学生干部的

特长所在，因为有太多的话可以说了，有太多的感受要表达

了。于是，这位考生一遇到这类题目时就“刹不住车”（其

不幸运的是几乎每次面试他都遇到这类题目，但客观的说，

这类题目确实出题频率比较高），天南海北地在考官面前“

侃”了起来，时间一长，考官们打分时也开始“刹不住车”

，于是面试分数“一泻千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公务

员面试中需要的是简洁的表述，而不是累赘的表述。后来，

把这个问题告诉那位考生后，其终于在第三次面试中如愿成

为了公务员，而其改变其实只在于面试表述长度的局部调整

而已。 后来，我常常和很多即将面试的考生谈过这一类例子

，说到这类例子时，戴老师常常会为很多优秀的考生感到遗

憾。为什么？因为戴老师认为，“优秀”的品质常常需要用

“合适的”方式去表达以赢得别人的认可。而很多时候，不

少口才好的人遇到“合适的话题”时都会是“侃侃而谈”。

但要知道，凡事都会有度。就戴老师的观点来看，戴斌老师

认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需要口才，即我们需要好的“表达”

，但是我们需要针对“表述”问题，在“量”的把握上要保

持一个度，通俗地说，“所表述内容”的长度如果是恰到好

处的，就可以称之为“侃侃而谈”。而一旦过了这个“度”

，那就是“长篇大论”的范畴了。所以，“适度”的“侃侃

而谈”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博学多才”，而“过度”的“长

篇大论”就不是一个高素质的面试者所应该做的事情了。因

此，戴斌老师建议广大考生在面试过程中要避免“长篇大论

”，方能“脱颖而出”，取得面试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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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