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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
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推广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战略方针，对于促进各地语言文化交流也很有帮助。 

相关推荐： 

《流行美语简明手册》 

 

内容简介

《普通话口语教程》旨在为学好母语、练好口才做个有益的引导。教材无论从内容的安

性等特点，是一本适合各类院校普通话口语教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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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谈常用技巧
交谈的技巧很复杂，这里只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听话技巧
“听，是打开交谈大门的金钥匙”。一切成功的人，都学会了怎样去倾听别人的讲话。
会听的人善于捕捉信息，能够抓住对方讲话的意图，领会话语的确切含义，甚至能够听
出弦外之音，从而决定如何回答、如何接话。因此，要做到会说，首先应当会听。
1.洗耳恭听。要认真专注地昕，眼光要和讲话者交流，要以适当的表情姿态呼应对方的
讲话。擅长听人讲话的人，身体往前倾，表示对对方感兴趣，能给对方一种洗耳恭昕的
感觉。专心听对方说话的人，还可以在对方讲到要点时点头表示赞同，以使对方认真地
讲下去。总之，集中听话的注意力是对对方的理解和尊重，会鼓励对方更详尽明晰地表
达自己的思想，同时给人一种一见如故、善解人意的感觉。
2.适当插话。与人交流，若总不开口，未免会使对方显得尴尬，对方会因你没有反应而
不好意思谈下去。适当的插话表明你一直在积极、认真地听，同时对方也可以在你的语
言反馈中得到肯定、鼓励、引导，从而使谈话更深入、更透彻。例如：
当听不大明白的时候，可插话：“对不起，这里我没听明白，您能否再解释一下？”在
讲到令人感动的地方时，你可以说“太感人了”等。
但要注意插话不能太多，也不要太做作，否则是不礼貌的。
（二）问话技巧
交谈，少不了提问与回答，而提问在交流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往往是交谈的起点。下面
介绍几种提问技巧。
l.精心选词。提问时，根据需要精心选择关键词语，往往可以取得最为理想的交谈效果例
如：
某营业员与前来商场的顾客打招呼：“同志，您要什么?”不礼貌的顾客回答：“我要的
东西多着呢，你给吗？”营业员面露愠色，又无从发作；后改问：“同志，你要点什么
？”“我不买就不能来吗？”营业员啼笑皆非；后又改问：“同志，您看点什么？”终
于沟通了与顾客的理解。
例子中“要什么”的“要”表意模糊且有乞讨意味；“买什么”的“买”字则突出了营
业员与顾客之间你买我卖的对立关系；“看什么”反映了营业员与顾客之间的平等友好
关系，“看”字还暗示顾客有自己选择商品的权利，即使不购物，看看也无妨。
三、交谈常用技巧 交谈的技巧很复杂，这里只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听话技巧 “听，是打开交谈大门的金钥匙”。一切成功的人，都学会了怎样去倾
听别人的讲话。会听的人善于捕捉信息，能够抓住对方讲话的意图，领会话语的确切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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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甚至能够听出弦外之音，从而决定如何回答、如何接话。因此，要做到会说，首先
应当会听。 1.洗耳恭听。要认真专注地昕，眼光要和讲话者交流，要以适当的表情姿态
呼应对方的讲话。擅长听人讲话的人，身体往前倾，表示对对方感兴趣，能给对方一种
洗耳恭昕的感觉。专心听对方说话的人，还可以在对方讲到要点时点头表示赞同，以使
对方认真地讲下去。总之，集中听话的注意力是对对方的理解和尊重，会鼓励对方更详
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给人一种一见如故、善解人意的感觉。 2.适当插话。与
人交流，若总不开口，未免会使对方显得尴尬，对方会因你没有反应而不好意思谈下去
。适当的插话表明你一直在积极、认真地听，同时对方也可以在你的语言反馈中得到肯
定、鼓励、引导，从而使谈话更深入、更透彻。例如： 当听不大明白的时候，可插话：
“对不起，这里我没听明白，您能否再解释一下？”在讲到令人感动的地方时，你可以
说“太感人了”等。 但要注意插话不能太多，也不要太做作，否则是不礼貌的。
（二）问话技巧 交谈，少不了提问与回答，而提问在交流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往往是交
谈的起点。下面介绍几种提问技巧。 l.精心选词。提问时，根据需要精心选择关键词语
，往往可以取得最为理想的交谈效果例如： 某营业员与前来商场的顾客打招呼：“同志
，您要什么?”不礼貌的顾客回答：“我要的东西多着呢，你给吗？”营业员面露愠色，
又无从发作；后改问：“同志，你要点什么？”“我不买就不能来吗？”营业员啼笑皆
非；后又改问：“同志，您看点什么？”终于沟通了与顾客的理解。 例子中“要什么”
的“要”表意模糊且有乞讨意味；“买什么”的“买”字则突出了营业员与顾客之间你
买我卖的对立关系；“看什么”反映了营业员与顾客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看”字还
暗示顾客有自己选择商品的权利，即使不购物，看看也无妨。 2.引人就范。这是巧设语
言嗣套，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诱导对方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 一天．一位朋友向罗斯福打听海军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
，罗斯福机警地向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问：“你能保密吗？”‘‘当然能。”朋友回
答。罗斯福笑着说：“我也能。” 罗斯福利用“保密”的不同指向，给朋友一种错觉。
待朋友钻入圈套后．“保密”便成了罗斯福拒绝回答的理由。这样，既支持了不泄密的
原则，又不使对方难堪。 3.巧换顺序。提问时根据情况，巧妙地改变或调整词语的顺序
，可以收到奇妙的效果。例如： 有两名悃瘾很大的教士，其中一个问他的上司：“我在
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不行。”上司严厉地回答。另一名教士问：“我在抽烟的时
候可以祈祷吗？”“可以。”上司爽快地回答。 第二个教士获得成功，原因只是他把词
语顺序变换了一下，把原句中的谓语中心语“抽烟”换成了“祈祷”，这就显示了自己
时时处处都为上帝祈祷的忠诚。语序的巧变，使他达到了目的。 （三）答话技巧
答话是对提问的反馈，要答得好、答得巧，这样才能取得主动。 1.以问代答。有些问话
，不便于回答，如果循其话题，提出反问，比正面回答更有力量，有时还可以收到回避
难题的效果。例如： 实验物理大师法拉第有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作电磁学的实验表演。
实验刚结束，忽然有人站起来高声质问：“这有什幺用呢？”法拉第看了一下提问者反
问道：“请问，新生婴儿有什么用呢？” 提问者暴露了他对科学的无知，而法拉第的以
问代答则隐含着对提问者在科学上缺乏预见的嘲弄，同时也避免了对无知者的不必要的
解释。 2．怪问奇答。有时提问者故意为难对方，往往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答话者打
破正常，的思维模式去构思答案，从而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例如：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
上，一个记者问总理：“中国的国库有多少存款？”总理很快地回答他：“十八元八角
八分。” 对记者的古怪问题，总理利用丁人民币面值的的一元、五元、二元、一元、五
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等数字，进行了巧妙的运算，作了奇特的回答。



（四）赞美技巧
恰当的赞美和表扬是对别人的欣赏、感谢，是表示敬意。那么怎么去赞美、去表扬呢？ 
1．深层次赞美。不去夸奖那些早已众所周知的明显长处，而去赞美蕴藏在他身上极为可
贵，而又未引起重视的优点。例如： 法国某将军屡战屡胜，有人称赞他：“你真是个了
不起的军事家。”他无动于衷，因为他认为他打胜仗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人指着他的鬓
须说：“将军，你的鬓须真可与美髯公相媲美。”这次，将军欣然地笑了。
赞美髯须便是深层次赞美，这是听话者较少听到的赞美，令听话者心悦、幸福。 2．比
较性赞美。就是把同类事物或人放在一起作对比，以称赞优秀者的一种赞美技巧。倒如
： 小王和小李用相同的价钱买了两件不同的大衣，你如果对小王说：“比小李的那件好
多了。”对方就会分外高兴。 ⋯⋯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