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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有“说话”一项。这是为了考查应试者在没有文字材

料依托的情况下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程度以及自然、流

畅的水平。这不单单是对应试者语言水平的考查，同时也是

对应试者心理素质的考验。 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即席讲话时，

由于紧张或忙于确定说话中心、组织词句而顾此失彼、暴露

出许多缺点。因此，在说话训练时，不仅要注意训练成句成

段话语语音的自然度，同时也要注意训练用词、造句以及快

速思维的能力。 （一）语音自然 所谓“自然”指的是能按照

日常口语的语音、语调来说话，不要带着朗诵或背诵的腔调

。照道理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谁会在日常生活中

对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朗诵呢？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方言区不少

同志在日常生活中是讲地方话的，除非背书、读报才用普通

话。许多同志都是用朗诵来作为学习普通话的主要手段。再

加上方言区的同志大多没有机会听到规范的日常口语。久而

久之，就把戏剧、朗诵的发音当作了楷模来仿效。这就造成

了不少同志在说话时的“朗诵腔”。 其实，仔细考究起来，

说话是一种交际手段。人与人交往时贵在真诚，人们希望听

到的是亲切、自然、朴实无华的语音。朗诵是一种艺术表演

。由于表演的特殊环境（如场子大，观众多，表演者与听众

距离远等），它需要进行艺术加工，也允许美化、夸张。这

两种语音在发声、共鸣甚至于吐字、节奏等等主面都是各有

特点的。它们各有各的用途，不能相互代替。一位名演员下



台回家之后，对家人使用的必然是日常口语发音而绝不可能

仍然用台词的发音，就是这个道理。 （二）用词恰当 用词恰

当首先是要用词规范，不用方言词语。例如有的上海人把“

用抹布擦擦桌子”说成“用揩布揩揩台子”，把“自行车”

说成“脚踏车”，这就是用词不规范。除此而外，还有三点

是应该注意的： 1、多用口语词，少用书面语 在说话时，应

该尽可能多用口语词，少用“之乎者也”之类的古语词或“

基本上”、“一般说来”之类的书面语、公文用语。汉语书

面语中保留了许多古汉语中的词语。这些词语很文雅，很精

炼，使用这些古语词可以使语言有庄重的色彩，但同时也就

会使语句减少了几分生动和亲切，因此不适合在说话时使用

。例如“诸如”常用在公文里，口头上说，不妨改为“比方

说⋯⋯”更好。“无须乎”也不如“不必”来得生动自然。

“午后二时许”就是“下午两点多钟”的意思，但用在小型

联欢会上，就不如“下午两点多钟”更为活泼。运用口语词

可以使话语显得生动。 我们试看一位学生在讲述自己爱好滑

冰时的一段话：所以回到家里呢，我妈看见挺心疼的。但是

我说我一定要学会。现在呢，将就着学会了。就是不会转弯

，转弯就要摔跟斗。 这段话里全是大白话：“我妈”、“心

疼”、“将就着”、“摔跟斗”这些词如果改成书面语，那

效果就不一样了，现在试试： 所以回到家里母亲很舍不得。

但是我下定了决心要学会。现在已基本上学会了。就是不会

转弯，转弯就要跌倒。 2、不用时髦语 社会上常常流行一种

“时髦语”。前些年从北方传来“没治了”、“震了”、“

盖了帽儿了”、“毙了”（都是“好极了”的时髦说法）。

这些年又从港台传来“做骚”（表演）、“挂咪”（告别舞



台）、“发烧友”（歌迷）。上海地区又土生土长了“不要

太（=太）”、“淘浆糊”、“巴子”等时髦说法。这些时髦

语虽然可以风靡一时，但它们是不规范的，因而也是没有生

命力的。满口时髦语不单会削弱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只能暴

露出说话人素质的低下。 3、避免同音词 在口语中没有文字

材料做依托，如果遇到同音现象，就容易造成误解。“向前

看”容易被误听为“向钱看”；“期中”也容易被误听为“

期终”。因此人们在说话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有同音词的

语词。据说有人出差到安徽，想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服务

员指着一种宽面条问“面皮要不要？”当她听到“不要”的

答复时，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上海人来这儿，怎么都是不

要面皮的？”想不到这句话引起了旁边站着的一对年轻的上

海夫妇极大的愤慨，认为这位服务员侮辱了上海人。其实不

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方言词语加上同音现象所造成的一场误

会。服务员使用了一个方言词“面皮”，而这个词正好与上

海话中表示脸面的“面皮”相同。这样一来，原来服务员所

讲的意思“不吃宽面条”就被误解为“不要脸”了。由此可

见，在口语中避免使用同音词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语句

流畅 在口语表达中，语句流畅与否，对表达效果影响很大。

语句流畅的，好像行云流水，听起来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很

有吸引力，也不易疲劳。语句不流畅的，听上去继继续续，

不但不容易领会，而且容易疲劳或烦躁，效果就很差了。 要

使语句流畅，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多用短句，多用单句 

在口语中，人们接收信息不像看书可以一日十行，句子长一

点也可以一眼扫到。听话时语音信号是按线性次序一个挨一

个鱼贯而进入耳朵的。如果句子长了，或者结构复杂了，那



末当句子末尾进入脑海中时，句子的开头或许已经印象不深

了。在听话的人脑子中，句子便不完整。所以，口语中的句

子千万不要太长。在作文时，教师往往教导学生要惜墨如金

，能够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千万不要讲两句；那末，在讨论

口头表达效果时，我们正好要颠倒过来：“凡能够讲两句的

，千万不要合并为一句！”同样，能够分拆为单句的，千万

不要合成复句，任何欧化句法在口语表达中都是不受欢迎的

。就连长修饰语也要尽可能地避免。 2、冗余适当，避免口

头禅 口语表达时，有时为了强调某个意思，加深听众的印象

，可以采用有目的地重复这种方法。例如我们现在还可以从

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录音中听到，他在一次演讲中为了强调国

人必须觉醒而一连重复了四次“醒、醒、醒、醒！”这是有

计划、有目的地重复，并不是嗦。 有些人在说话时会出现机

械地无意义重复的现象。例如有的人老是重复一句话的末尾

几个音节，甚至于不管这几个音节是否一个词。这种重复时

间长了就会令人生厌，再加上“嗯”“啊”就成了官腔。特

别是夹在句子中间的“这个”、“的话”、“就是说”等等

的口头话，更是一种毫无积极作用的冗余成分，会使语句断

断续续，使听众感到语句很不流畅。听这种讲话不但得不到

美的享受，而且有一种受折磨的感觉。因此这种口头语是讲

话时应该避免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反对在口语表达中加进

一些冗余成分。冗余成分在口语中适当地穿插可以使句子语

气舒缓，还可以有助于听众理解。例如以下的几种冗余成分

是有积极作用的： （1）提顿性质的冗余 在语句的主语谓语

之间，或者在话题说出之后加一个语气词“呢”（当然不能

重读），可以起到提顿作用，使句中多一个停顿，使语气变



得舒缓和亲切。例如：这个时候呢活动筋骨也是必要的，所

以我就喜欢打乒乓球。不去呢有点抱歉，去呢实在没有兴趣

。这两句话中的“呢”都起了提顿的作用，并且也使语句变

得舒缓亲切了。 （2）强调性的冗余 这种冗余部分是为了强

调句中某一个词。多半用重复的方法来加强信息。例如：何

况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同龄人相处应该是非常融洽的。这

句话中后半句重复了“同龄人”。这是为了强调。 （3）解

释性的冗余这种冗余是为了使听众更加清楚明白。例如： 近

日的上海街头出现了无人售报摊，无人售报摊就是没有人卖

报纸的。是靠每一个读者自觉地把钱投进箱子里然后拿一份

报纸。 这段话里“无人售报摊”如果写在书面上，应该说很

容易理解，但在口头一晃而过时，就难免抓不住要领，特别

这是一个新出现的、不熟悉的事物。所以，说话的人先重复

了这个词，再加上一段说明，这是因为解释的需要。 有时候

，在脱口而出之后，觉得说得不够清楚，也可以用原来的语

词加上修饰语再重复的方法来地自己的话作某些注解，这也

是一种解释性的冗余。例如：就在那天我花了半天的时候制

作了，亲手制作了一张卡片。 这句话中后半句“亲手制作”

就是说话人为了进一步说明不是一般制作而临时加上去的。

口语与书面语相比，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边说边修正。这

种修正部分常常是通过冗余部分来完成的 3、思路清通，符

合逻辑 语句的流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路是否清通。

说不清楚常常是因为想不清楚。当人们从思维（也有人称为

“内部语言”）转换为语句（也有人称为“外部语言”）时

，正确的程序应该是： （1）确定说话的中心。 （2）确定最

关键的词语。 （3）选定句式。 （4）选定第一句所使用的词



语。 当然，（2）与（3）有时次序会互换。但根据心理学家

的研究，确定中心和层次肯定在选定第一句所使用的词语之

前。也就是说，人们在开口说第一句话之前，心中应该有一

个讲话大纲。因此，第一句话，第一个词就有了依据，以后

的词和句也有了基调。这时，说话的人便可以“胸有成竹”

“出口成章”了。如果说话的人没有按照这个程序行事而是

边想边说，并且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脚踩西瓜皮，滑到

哪里是哪里。”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维障碍。这些障碍

如不能排除，就会造成说话的中断。即使最后能够排除，也

会严重地影响听感，造成语句不流畅的感觉。这是我们应该

尽量避免的。思维障碍也有不同的类型： （1）选词困难造

成的障碍，例如下边这一句： 他最反对老师的那种嗯老师用

很多作业用很多作业来影响同学的学影响同学的业余生活。

这儿出现的重复和延长显然是因为说话的人没有选出适当的

后续词语而形成的思维障碍。 选词障碍有时表现为几次换用

，例如下边这一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呃就是说我们一定

呃应该要注意自己呃要讲究自己语言的美语言美就表现出呃

表现在用词上。 这段话中几次停顿、障碍都和选词有关。这

位说话者显然有边想边说的习惯。往往在脱口而出之后又感

到不合适，再进行修改，这就造成了语言上的不流畅。 （2

）由于句法结构的混乱造成的障碍。例如下边这一句就是： 

我们国家、国家田径队的马家军自从在世界上扬名以来各种

各样的鳖精呵一开始他们浙江圣达、圣达中华鳖精老各种各

样的鳖精还有甚至什么鸡精啊什么蛇精啊各种各样的精都出

来了。 这一句话按说话者的本意重新安排一下应该是这样：

自从我们的国家田径队马家军在世界上扬名以来，各种各样



的“精”鳖精、鸡精、蛇精都出来了。 然而，说话的人一开

始就用错了“自从”。这样一来，整个的句子变成对马家军

的评论。在句子中间又插入了浙江圣达，说到一半又觉得这

一点与话题无关，于是又放弃。这样一来，整个句子在逻辑

上就混乱不堪了。 （3）由于突然变换说话内容而形成的障

碍。使听众感到前言不搭后语。例如下边这段话： 但是现在

我们现在的广告就是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看电视的时候有条叫

做，十几年前吧十一二年前的时候开，开始看电视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广告一般都是指那种一般都是那种大型的机械呵

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那个“再向虎山行”它都是广告是那种

锅炉啊汽车啊嗯这些这些广告。然后到现在的话十二年以后

的话电视里的广告都是那种充斥了比如说六点六点多钟左右

的时候都是那种儿童食品广告。 请注意带的地方。说话人在

那儿出现了思维障碍并突然转向。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无意义

的重复。把整段话搅得一团糟。我们如果支掉多余的部分（

下边用横线标出），情况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四）谋篇

得法 口头表达的效果，除了语音自然、用词恰当、语句流畅

之外，谋篇得法亦是重要的一点。因为既然是表达，就必然

有审题、选材、结构方面的问题。审题不当、跑题偏题、无

的放矢是不可能说好话的。剪裁不当，当详不详就会表达不

清，当简不简又会显得嗦。结构不完整不行，结构混乱也不

符合要求。在谋篇方面，需注意以下三点： 1、审题准备 我

们可以把一段话题加以分类，找出它们的类型来。总起来说

，可以把话题分为记叙和议论两大类。在各类中又可以按所

记、所议的对象不同分为记人、记事、记生活、记所爱的四

种“记”以及论人、论事、论物的三种“论”。 由于题目的



类型不同，它们的要求也不相同。例如记叙，它要求中心突

出、交待清楚，信息丰富。记人的，要有外貌的描述，也要

有精神的描述。写事的，时间地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

局要交待。议论的讲话要求立论明确，发挥充分，结构完整

，不能有头无尾或者虎头蛇尾。无论是立论或者驳论，都不

能中途偷换话题。我们把《测试大纲》中的50个话题概括分

类。 上面的分类只是大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例如有的

话题既可以作为记叙，又可以用以作为议论的中心。“我和

电视”“自然环境和我”就是两可的话题。还有一些话题，

可以从人的角度，也可以从事物的角度去说。例如“我与电

视”可以从自己对电视的看法说，也可以从电视对自己的影

响说，有一定的灵活性。 2、剪裁合理 在讲话时，应该选取

适量的材料，所选的材料应该紧扣中心。要避免拉拉杂杂，

离题万里，也要防止无话可说。我们常常听到有的人说话善

于组织材料，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但也有的人不善于选取

材料，说起话来不得要领。例如有的学生讲自己最尊敬的老

师，结果把这位老师的优点、缺点一古脑儿全讲了。讲到后

来这位同学自己也犯糊涂了，说：“这位老师的许多看法我

也不同意⋯⋯”听她讲话的同学也糊涂了，不知道她是尊敬

这位老师，还是反对这位教师。这就是取材芜杂造成的后果

。还有许多同学则相反，他们不善发挥，三两句一说，我觉

得该说的都说完了。有位学生讲《商品质量和我》，翻来覆

去就是“商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教师启发他说“我

”，他就说“商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看法呀

”。其实联系到“我”可以讲培养人才，质量不达标，后患

无穷，也可以讲述自己遭假冒伪劣产品之害的故事。这就是



剪裁毛病中的“贫乏”。 3、结构完整 无论是记叙或是议论

，讲话还有个结构问题。一篇讲话结构完整，使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否则就会感到残缺不全，影响效果。 结构与话题有

关，不同的话题有不同的结构。大体说来，议论性的讲话多

少有点像即席演讲。它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开场白，讲清自己

所讲的话题，然后进入主体。主体部分应该摆出自己的观点

。结论部分应该应用简洁的语言总结并把自己的观点强调一

下以使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一位学生谈自然现象，她

选择了雨，从雨谈到水，说话时在解题部分抓住人们对自然

的奥秘谈起，谈到变化无穷的自然。接着话锋一转，就谈到

自然界中最平常，然而又变化很大，对生命影响极大的水，

这就引入了正题。主体部分详述水的各种姿态：上天入地，

雨雪云露，水与人类生命的密切关联，甚至人生的哲理。结

论部分谈到自己受到水的启示，想到要在自己的性格中学习

水的能方能圆的灵活性；还要学习水的宽容性，包容性。这

是结构较为成功的例子。 记叙性的讲话也要解题，自然地引

入了主体后，要详细地交代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信息要

丰富，条理要清楚，结语部分可以用总结方式，也可用感情

交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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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