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职公考（www.houzhiwang.com）整理提供，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公务员考试面试技巧（语言误区篇）

下面分享公务员面试技巧，希望对考生有所帮助。本次所谈的公务员面试技巧，就从考

生的语言表达误区谈起。考生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误区（一）:同样的模板雷同的答案

一、公务员面试总体要求的八字方针：准确、简明、流畅、洪亮

准确、简明、流畅、洪亮，这是公务员考试面试的总体要求，笔者将其称为八字方针。

具体而言，面试语言表达的内在要求是要做到表达准确，简单明了，外在要求是要做到

流畅洪亮。考生可能觉得这个要求很简单，但是答题时却总不满意，原因在于很大一部分考

生对语言表达还存在很多的认识误区。

二、考生面试语言表达误区：模板雷同，异口同声

模板雷同，异口同声，是很多考生在面试中常进入的语言表达误区。

“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一定不是为难我，而是信任我，锻炼我”，“权为民所用，情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遇到这种事情，我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积极面对”，“最后形

成一份工作总结，报告给领导”……这些不咸不淡的口水话固然能起到打发时间、避免冷场、

引出下文的作用，但是早已被模板化，近些年来被考生重复使用，考官对此深恶痛绝。

考官被模板表达重复轰炸，身心煎熬，这类考生的分数不会高。这也反映出考生没有独

立思想，缺少创新思维，只会通过培训来应付面试。

三、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的正确处理方式

（一）开门见山，少说废话

如果说考生在回答应急应变题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说：“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会这

样处理。首先……”

（二）留心他人，拉黑模板

在考生们培训模拟或者组队练习的时候，留心其他小伙伴的表达，对出现频率过高的模

式化表达，记录在笔记本上，把这些烂大街的表达全部拉黑，尽量避免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引

用它们。

（三）真实自然，牢记方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要尽量改正自己不好的表达习惯，比如说结巴、重复、

学生腔等，但是千万不要照搬模板表达，只要做到“八字方针”，你的面试表达就不存在太

大问题。（完）

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误区（二）:热衷引用“掉书袋”

一、考生面试语言表达误区：特别热衷引用各种事例和名言警句

【案例】

部分考生在公务员面试前会特意背诵一些名言警句，想在考场上做到旁征博引，信手拈

来，一来是为了让面试论证更加有力，二来也是展示出自己良好的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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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有考生遇到与道德和自我约束相关的题目时，就引用《礼记.中庸》中的句子：“道也

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实这种引用往往适得其反。

【考生作答误区剖析】

第一，太多“之乎者也”听起来让人感觉是在掉书袋，显得冗长乏味，与年轻人创新、

蓬勃的自身特点有冲突。

第二，如果引用的不是广为人知的经典，很可能超出考官的知识储备范围，让人感觉莫

名其妙。

第三，容易让人觉得你经过培训、大段背诵或者是卖弄风骚，有华而不实之嫌。

【面试表达引用三忌】

一忌：忌名言警句或者典故过于生僻，知晓率不高。

二忌：忌篇幅过长，之乎者也等文言词太多，不好理解。

三忌：忌引用频率过高，比如说每道题都引用典故或名句。

二、公务员面试表达引用建议

例如上面的案例，考生完全可以这样说：“有句古语叫君子慎独，意思是我们再独处的

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强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因此今后在工作生活中，不管有没有外部监督，都

要做到思想防线不松懈、道德水准不滑坡。”这样既不会让人感觉枯燥无味、艰涩难懂，又

通过引用增强了说服力，展示了自身综合素质。

三、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新词热词提点

近年来互联网语言兴起，国家领导人有时也会说“点赞”之类的话，就是为了更接地气，

亲近群众，更加被群众认可。所以大家在引用的时候完全可以引用大白话，比如说温家宝的

“当官不把百姓放在心里，百姓就不会让你坐在台上”，李克强总理的“喊破嗓子，不如甩

开膀子”。这些生动形象接地气的引用，往往更加适合公务员面试中的年轻人。（完）

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误区（三）:深陷专业知识泥潭忽视普通道理

一、考生面试语言表达误区：焦点过于集中在专业知识

【案例】

我市施工单位，由于天气多变，现场灰尘影响到周围居民，责令采取洒水、罚款成效都

不大，因此最新出台了“扬尘排污费”，引起热议，你怎么看？

【“技术宅”考生的作答】

我认为这个收费项目的设置是不合理的，因为施工单位在投标时，已经有了专门的收费

项目，如环境保护措施费，水土保持措施费，文明施工措施费等，这些费用由业主单位支付，

以限制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在上报施工总措施时，会针对该工程的工艺及施工特点，

制定专门的环境保护及安全施工方案，该方案在获得监理单位审查批准后，才可进行施工。

所以，增加“扬尘排污费”，我认为没有依据。

【考生作答误区剖析】

网络上有个段子写的挺有意思，“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技

术宅的。”考生在面试题目涉及到本专业的专业知识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展示自己技术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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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针对专业知识理论大谈特谈，而忽略了一个道理：结构化面试并不是专业知识考试，

它更多考察的是考生能否正确、理性的用公务员视角来认识、评判一件事物。

上述“技术宅”考生用施工单位专业技术人士的眼光来看待征收扬尘费，在收费项目、

审批流程、技术工艺等技术层面大谈特谈，却忽略了扬尘污染加剧、环境治理不力的现状，

更没有运用公务员的视角，从扬尘费征收对环境治理和社会影响的层面以及收费的可行性方

面进行论证，只是一味从立法征税的技术层面论证，显得高度不够、格局狭小。如果再能谈

一谈扬尘费征收试点、分步推进、分类征收等治理手段，必然能让考官眼前一亮。

二、公务员面试表达提醒和建议

第一，考官并不是各个都是专业技术人士，如果过分从技术层面论述，很有可能让考官

听得云山雾罩。

第二，落入技术分析的泥沼，忽视了题目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道理分析，因小失大，主

次不分。

建议：让专业知识为我所用，成为我们说清道理的事实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

寄语：术业虽然有专攻，劝君莫做技术宅。（完）

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误区（四）:浓浓的学生气，缺乏成熟见解

一、公务员面试中“学生腔”的四大病症

（一）我妈说过型

【误区表现】

在面试答题时，频繁出现，我妈说过、我爸说过、我哥说过、我们小学老师说过……

【失分原因】

让人感觉像是长不大的孩子，引用语句或事例只会选择长辈和亲属，显得稚嫩。

【支招】

答题时避免多次出现“我妈说过”这种口头语，即使需要引用家长教育你说过的话语，

也可以用“我的母亲就曾教育我说……”这种表达。平时多注意积累名言警句，尤其是现任

国家领导人使用的比较热的词句,引用起来会更具说服力。

（二）用词偏激型

【误区表现】

“这种没有实效的治理手段显示出政府的无能”，“确实，很多单位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

重”……

【失分原因】

让考官感觉你像个愤青，没有理性和睿智，分不清整体和局部、少数和多数，只有不满

和愤恨。

【支招】

避免使用激烈的词语和语气，比如说“这种没有实效的治理手段显示出当地政府执政能

力的不足”，“当然，有个别单位部门或许还存在贪污腐败现象”，用词的平和才能展示出考

生心态的平和。

（三）心比天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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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表现】

“如果我是小王，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作为一名新时期的高材生，空有很

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是不够的”……

【失分原因】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没有虚怀若谷的谦虚精神，让人反感。

【支招】

谦虚谨慎，多谈谈如何解决问题，少说大话、少表决心、少喊口号。

（四）脱离实际型

【误区表现】

“我会跟老百姓保证，一定让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果农的损失。”，“我会立即根据科长的

指示，修改处长的意见。”……

【失分原因】

不考虑现实的情境、个人的权限、未来的困难，光凭个人想象、个人意愿来处理事情，

导致没有回旋的余地。

【支招】

凡事多商量，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要多请示多沟通，避免做出草率的承诺的行为。（完）

公务员面试语言表达误区（五）:追求内容的高大全，实为虚假空

（完结篇）

一、公务员考试面试误区——高而虚

所谓“高而虚”表现在，考生在答题时经常会为了上升层次和意义而盲目拔高，例如将

所有小事都要上升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层次。

【支招】

这里笔者建议考生不要每一题都盲目拔高，在说基层村居小事的时候上升到邻里和谐或

者小区安定团结就可以了，在宏观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大问题上再去上升和拔高。

二、公务员考试面试误区——大而空

所谓“大而空”表现在，考生在遇到政策理解类、人际关系类题型的时候，往往会大而

话之。比如说，在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理解题时，大家都会谈大环境、大趋势、大的

利弊，却往往对身边的小事（诸如小河变黑、周围肺病增多、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呼声要求越

来越高……）等小事情进行描述，这样就题论题、大而话之的答题会导致答题大而空。

【支招】

这里建议大家答题时要虚实结合、大小结合，通过例举身边的事例来增强现场感和真实

感，避免让考官觉得空洞乏味。

三、公务员考试面试误区——全而乱

所谓“全而乱”，相信不少进过面试的老考生在平时模拟训练或者实战答题时会遇到这

种情况，在快结尾的时候突然想到一条原因或者一个对策，然后就生硬的加上；或者在答题

时候觉得答得越多越好，经常分五六个点或者步骤去答，但分数却很低。这是因为大家虽然

说了很多点，但是在排布上却不合理，让考官觉得你思路混乱、逻辑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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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

这里笔者建议大家答题时不要强求面面俱到，在分点上首先要做到排序正确、主次分明，

这样才能让考官听的清爽、听的轻松，取得一个不错的分数。（完）

至此，公务员面试中的语言表达误区系列已经完结，希望考生能够改正掉自己语言表达

上的坏习惯，做一个能表达、会表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