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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538450.htm 在了解了无领导小组

讨论这种面试形式的概念后，大家难免会产生无领导小组讨

论就是考生在一起辩论，谁口舌犀利谁就胜出这样错误理解

。下面的十个应试策略技巧全面揭示了，在考试中如何纠正

错误的认识和行为，最终取得胜利。 一、在适当的时机发言 

如果没有抽签决定发言顺序，考生面试开始后，应该在第二

、三位亮出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可以给主考官员留下较深

的印象，而且还有可能引导和左右其他应试者的思想和见解

，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思想观点上来，从而争取充

当小组中的领导角色。自己的观点表述完以后，还应认真听

取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以弥补自己发言的不足，从而使自己

的应答内容更趋完善。 二、奠定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 对方在

考虑是否接受你的观点时，会首先考虑他与你的熟悉程度和

友善程度，彼此的关系越亲密，就越容易接受你的观点。若

他认为彼此是敌对的关系，那么对你的观点的拒绝就是对他

的自我保护。应该在讨论时注意别人的感受，甚至可以结成

“联盟”。 三、把握说服对方的机会 不要在对方情绪激动的

时候试图使他改变观点。因为在情绪激动时，情感多于理智

，过于逼迫反而可能使其更加坚持原有的观点，做出过火的

行为，造成更难以改变的结果。也可以运用先肯定后转折的

技巧，拒绝接受对方的提议。当对方提出一种观点，而你不

赞成时，可先肯定对方的说法，再转折一下，最后予以否定

。肯定是手段，转折否定是目的。先予肯定，可使对方在轻



松的心理感受中，继续接受信息。尽管最终是转折了，但这

样柔和地叙述反对意见，对方较易接受。同时，这样既使自

己能从难以反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又使对方能在较平和的

心境中接受。 四、言词要真诚可信 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

立场上考虑问题，理解对方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找出彼此

的共同点，引导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整个过程中要态度诚

挚，用对问题更深入的分析、更充分的证据来说服对方，不

要为了压倒对方而信口开河、强词夺理，更不可以势压人。 

五、要抓住问题的实质，言简意赅 语言的攻击力和威慑力，

归根到底来自于语言的真理性和鲜明性。反驳对方的观点不

要恶语相加，因为敌视的态度不能达到有效反驳的目的。从

心理学角度看，敌视的态度会使人产生一种反抗心理，因而

很难倾听别人的意见。要用简洁的语言就问题的实质清楚地

进行表达，而不可语无伦次、喋喋不休，不着边际。 六、善

于利用别人的观点 这其实是“后发制人”的策略，在面试开

始后，不急于表述自己的看法，而是仔细倾听别人的发言。

从中捕捉某些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通过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

。待自己的应答思路及内容都成熟以后，再精心地予以阐述

，最终达到基于他人而又高于他人的目的。 七、不要冷落他

人 当谈话者超过三人时，应不时同其他所有的人都谈上几句

话，不要因“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而冷落了

某个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同女士们谈话要礼貌而谨慎，

不要在许多人交谈时，同其中的某位女士一见如故，相知恨

晚，谈起来没完没了。此刻张口闭口引经据典，子曰诗云，

只会让人见笑。不论生人熟人，如在一起相聚，都要尽可能

谈上几句话。遇到有人想同自己谈话，可主动与之交谈。如



谈话中一度冷场，应设法使谈话继续下去。在谈话中因故急

需退场，应向在场者说明原因，并致歉意，不要一走了之。 

八、不要我行我素 当你选择的话题过于专业，或不被众人感

兴趣，或对自己的个人私事介绍得过多了的时候，听者如果

面露厌倦之意，应立即止住，而不宜我行我素。当有人出来

反驳自己时，不要恼羞成怒，而应心平气和地与之讨论。发

现对方有意寻衅滋事时，则可对之不予理睬。 九、保持正确

的体态 谈话时目光应保持平视，仰视显得谦卑，俯视显得傲

慢，均应当避免。谈话中应用眼睛轻松柔和地注视对方，但

不要眼睛瞪得老大，或直愣愣地盯住对方不放。以适当的动

作加重谈话语气是必要的，但某些不尊重别人的举动不应当

出现。例如揉眼睛，伸懒腰，挖耳朵，掏鼻孔，摆弄手指，

活动手腕，用手指向他人的鼻尖，双手插在衣袋里，看手表

，玩弄钮扣，抱着膝盖摇晃等等，这些举动都会使人感到你

心不在焉，傲慢无礼。 十、学会倾听别人的谈话 不可东张西

望或显出不耐烦的表情。应当表现出对他人谈话内容的兴趣

，而不必介意其他无关大局的地方，例如对方浓重的乡音或

读错的某字。听别人谈话就要让别人把话讲完，不要在他讲

得正起劲的时候，突然打断他。假如打算对别人的谈话加以

补充或发表意见，也要等到最后。有人在别人刚一张嘴的时

候，就喜欢抢白和挑剔对方，人家说明天可能下雨，他偏说

那也未必，人家谈起《卧虎藏龙》确实是部出色的影片，他

却说这部影片糟糕透了，这种常有理的人往往给人浅薄之感

，是面试之大忌。在聆听中积极反馈是必要的，适时地点头

、微笑或简单地重复一下对方的要点，是令双方都感到愉快

的事情，适当地赞美也是需要的。"#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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