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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95_E8_AF_BE_E5_c26_518572.htm 言语表达能力是面

试的重要测评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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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考生朋友往往会忽略表达能力

的训练，也很难学习到言语规范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介绍

一些实战中的言语技巧。 一、“我”字的使用 二、发表意见

的技巧 三、怎样做恰当的解释 四、如何提升面试语言的逻辑

性 五、借“口”说话 六、面试用语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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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尽量变单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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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替代语，如“大家”等，以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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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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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灼见，也要掌握表达自己观点的艺术，以此来促进考官对

自己观点的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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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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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并不是真的不懂或没听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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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富有情感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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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理有据 解释其实就

是阐明考生的论点和论据。在你确凿的证据和一定的逻辑推

理的支持下，考官将很容易接受考生的解释。 4. 实事求是 解

释时若真实情况难以直言，请考生不要寻找借口，强词夺理

，更不能巧言令色，凭空编造。该解释的，就讲明客观原因

，表明自己态度.不该解释的，不要乱加说明。 考生若有不便

直说的或考生不愿在考场表露的，可以如实向考官说明并请

求他们的谅解。 5. 承担责任 当考生被要求解释自己过去工作

中的失误或某些不足时，若仅仅说明事情的经过而回避自己

的责任，就不明智了。欲通过自己的解释获得考官的信任和

谅解，考生最好勇于承担责任。请放心，对此考官不会只注

意“错误是谁造成的”，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谁承担的责

任并做了怎样的解释”。在自己承担责任时，要就事论事，

将责任严格限定于所解释的事情上，不要随意扩大。有的考

生误以为自己承担的责任越大，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越诚恳，



这种误解后果会很严重。有的问题甚至只需自己承认自己的

失误或不懂，不用解释。例如考生迟到五分钟，除非有确实

的理由，否则不要解释，诚恳地向考官道歉就可以了。 6. 间

接解释 即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解释，包括自己原单位领导、大

学的老师、奖状证书等书面材料以及媒体资讯等等。引用第

三者的身份进行解释将增强自己解释的客观性和说服力。 四

、如何提升面试语言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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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避免表达含糊和有歧义 如有考生叙

述大学期间某次期中考试期间，他以学生会干部的身份发起

了一次“考试不作弊”的活动。该考生用“中考”来指“期

中考试”造成考官们误以为初中毕业升高中的考试。这就是

一个很典型的歧义用语。 2. 指代清楚 口语不同于书面语，后

者可以大量使用代词，而读者有足够的视觉空间容纳上下文

，因此，代词使用得多没关系。而口语速度快，如果代词用

的太多，考官难以根据上下文(根本无下文)来分清指代关系

。尤其是“他”“她”“它”在口语中是分不清的，因此考

生在考场上为了避免指代不清造成的误解，可以少用人称代

词，能用姓名的地方尽量用姓名。 3. 情节叙述需提供确切信

息 有些考生回答问题，不紧扣题意，泛泛而谈，例如被问到

对过去的某件过失怎样认识时，考生回答：“有一次我做错

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的回答由于未提供足够的信

息，是没有意义的。 4. 避免使用语义含糊的词语或句式 有些



词语本身就语义含糊，一些句式也是这样，如：“可能”“

也许”，“如果必须做出结论的话⋯⋯”等。 5. 不要随意省

略主语 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口语可能很随便，经常在谈话的双

方都明白时省略主语，如：“昨天去哪了?”对方不会听不懂

。但考场上既使双方都能理解的情况下，也最好不要随意省

略主语。面试考场上应使用较正式的口语，尤其是必须注意

对考官的称呼不能省略，如考生询问“我的观点对吗?”就不

如“刘处长您认为我的观点对不对?”的说法好。 6. 不用方言

。 除非考官同意，否则考生在考场上尽量使用普通话。有些

特殊的职位可能要求会某种方言则另当别论。考生有时发现

某考官是同乡时，情不自禁地说几句家乡话，这倒不打紧，

但注意适可而止。 另外，考生不要在语言中夹杂外语，如不

时地蹦出些：“Thank you/OK/Yes”等。 7. 可以在话题末尾

做一个小结 对于一些时间、空间、逻辑结构不明显的叙述或

较长的一段话，考生可以在结尾言简意赅地做一个小结，给

考官一个清晰、完整的感觉。 8. 增强谈话的逻辑结构 考生可

以多使用一些连接词，加强句与句之间的承上启下，并突出

逻辑关系。 五、借“口”说话 面试时的很多问题是直接针对

考生提的，需要考生正面做出回答。而其中的有些问题如果

考生“借口说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例如考官询问：“你认

为自己大学期间的成绩优秀吗?”那么考生如果正面回答：“

我想应该是不错的吧!”就很难有说服力。而如果考生借用他

人的“口”来证实自己，就会有效得多。例如“我本科四年

三年拿到了一等奖学金，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由于在

专业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我系唯一的一名中科院院士沈教授

让我进入他的实验室，并对我的工作做了中肯的评价。毕业



前，在沈教授指导下，我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学术报告，该

刊物{考试 大整理}的总编认为这篇报告观点新颖、内容翔实

⋯⋯” 借口说话在具体应用时，要注意“借的口”选择的人

或事物应该是考官能接受、能认可的。如果考生说：“我母

亲一直认为我很聪慧⋯⋯”就似乎不太合适，因为自己的亲

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够客观和权威。此外，考生还应尽量将这

种方法表达得委婉含蓄一些。有位考生对考官说：“某局刘

局长来我校参观时，对我做了很高的评价，并欢迎我毕业后

来本局工作⋯⋯”这样会令考官感到考生抬出某领导来压自

己，未免会有抵触之意。 借口说话，既不能大张旗鼓、盛气

凌人，又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只要避免了这几点，“

借口说话”的技巧就能恰当地运用。 六、面试用语的“禁忌

” 1. 自己和自己抢话也不让别人插话 有些考生前一句话刚完

马上又抢着说下一句话，并在话题连接的部分插入无意义的

“所以⋯⋯”“而⋯⋯”等连接词，让自己的语言水泄不通

，难以让考官插话以做出适当的响应，例如某考生这样说：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所以⋯⋯换句话说⋯⋯”。 2. 语言

的反复追加 当考生说话时反复重复某一句话或经常补充前面

的话，就会令考官烦躁了。 3. 确定性的两个极端 语义的确定

性应适时而定。有些考生形成一种语言习惯，经常使用绝对

肯定或很不确定的词语。例如一些考生总是说：“肯定是⋯

⋯⋯绝对是⋯⋯⋯当然了⋯⋯”，另一些考生却老把“也许

、可能、大概、差不多，还可以吧”等挂在嘴边。这两种情

况都应该避免。 4. 语言呆板，重复使用某种句式或词语 如果

考生回答每一个问题都像小学生解问答题一样：“因为⋯⋯

所以⋯⋯”那么即使其内容再精彩，也会令考官乏味。考生



应尽可能地变换句式，使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等。例如“因为

”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换用成：“因此、由于、由于这个原

因、之所以⋯⋯是由于⋯⋯”等等。 5. 不要随便扩大指代范

围 有的考生经常使用“众所周知⋯⋯正如每一个人了解的那

样⋯⋯”等话语，似乎面试考场应该加入更多人。这样的说

话易造成考官逆反心理：“我就不知道⋯⋯”。 6. 去掉口头

禅和伴随动作 一个人的“言语形象”也可能带着一些反复使

用的口头禅“那个、然后”等以及诸如扬眉、歪嘴角、搔头

发、抹鼻子的伴随动作。"#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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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