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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大学生口语表达词不达意现象
成因调查及应对策略

邵子健　刘　禹

（长春光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口语表达能力是现代人参与社会生活的一项核心通用能力，一直备受关注。大学生作为即将步入社会的重要人才力量，其口

语表达能力的培养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语意的准确传递是衡量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近年来，不少人发现大

学生们进行口语表达时，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影响了其语意的准确传递。针对民办高校大学生口语表达中词不达意现象，研究团队从

我国民办高校——长春光华学院的各个学院中，随机抽样百人进行访谈，并对被调查者的回答及现场表现进行分析，本文总结了民办高

校大学生口语表达词不达意现象的成因，并提出一部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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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因分析

经过对调查对象所表述内容以及对其表达状态的综合分析，

我们总结出当代民办高校大学生口语表达词不达意现象出现的 4

大原因。分别是心理原因、经验原因、能力原因和文化原因，下

面将对每个原因逐一进行分析，并结合 4 个原因的特点，综合分

析这些原因之间的关系。

（一）成因种类分析

1. 心理原因

在被调查者中，有 83% 的人表示，心理原因是出现词不达意

现象的主要原因，其中，心理紧张、交流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

社交恐惧感是被调查者反复提及的词汇。

（1）内心紧张

大约有 66% 的被调查者表示，在口语表达过程中出现词不达

意现象是因为内心紧张。

被调查者表示，在面试、试镜、演讲以及与人辩论等情况下，

因心理紧张会出现词不达意现象。在课堂当中，面对老师的点名

提问，由于未经准备，心理难免出现紧张情绪，造成心里发慌，

从而打乱表达的思路与逻辑，说话语无伦次，语言不能准确表达

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让倾听者错误理解表达者内心的真实意愿。

也有部分被调查者提到下面的情况，上场前自己已经准备得非常

充分，但一登场，面对观众，心理压力过大，心理紧张会使大脑

一片空白，出现词不达意的问题。

（2）注意力不集中

在被调查群体当中，大约有 11% 的调查者表示，注意力不集

中是出现词不达意现象的原因之一。

被调查者表示，如果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人在心不在，说话

时大脑把关不严，还沉浸在别的事情当中，出现分神情况，也会

出现词不达意现象。自己心中在想多件事，并没有集中在一件事

情上，面对倾听者的提问或到了各抒己见的环节，因为表达者的

思维已经发散、走神，无法了解整个话题的来龙去脉，所以无法

做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3）社交恐慌感

大约有 5% 的被调查者表示，社交恐慌感会影响其表达。

社交恐惧症是一种焦虑性障碍，特征是当表达者处在公共

场所或与人打交道时会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害怕。当内心高度紧

张时，逻辑与思路将会被混乱，会出现语无伦次、词不达意的

现象。即使表达者就一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但因

社交恐惧，过度的心理紧张与害怕，就会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

我们可以发现，社交恐惧与前文提到的心理紧张有相似之处，

但在影响程度和表达者表达主动性上有着明显差别。影响程度

方面，内心紧张的影响程度要远小于社交恐慌；表达主动性上，

内心紧张类原因往往只是影响了表达者的表达逻辑与内容，但

是社交恐慌会直接影响表达者的表达欲望，致使其因为这种恐

慌感而回避表达场景。

2. 经验原因

调查显示，38％的被调查者认为，沟通经验不足是致使词不

达意现象的主要原因。被调查者表示，沟通经验不足，代表着其

在话语方式方法上的匮乏，也会影响其对信息接收对象认知方式

的判断，从而在完成话语逻辑和话术的选择时，出现误差，最终

导致词不达意。

例如，当表达者面对 5—8 岁的儿童和 18—21 岁的年轻人两

种对象表述同一个观点时，由于信息接受对象年龄、认知水平的

差异，表达者只有切换沟通话术，才能让信息接受对象理解表达

者的真实表达意图。但由于民办高校大学生本身社会沟通经验的

不足，首先其无法对这两种信息接收对象的认知水平差异有正确

的判断，其次其无法在自己有限的表达方式中进行合理切换。这

种情况下，表达者会认为自己已经表述清楚了，但对于倾听者来说，

并没有理解表达者内心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愿，会误解表达者内心

的内心所想，从而出现词不达意现象。

3. 能力原因

33% 的被调查者表示，民办高校大学生口语表达词不达意现

象是因为能力不足。根据语言表达能力体系，研究团队发现，内

部语言的生成能力、快速编码能力、控制能力，这三个方面的不

足是能力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

（1）内部语言生成能力不足

内部语言就是在张嘴说话之前，我们在大脑内部生成的大概、

粗略的语言。内部语言的生成过程就是对即将要说的话语内容和

表达方式进行思考的过程。

经过和被调查者的交流，研究团队发现，民办高校大学生在

内部语言生成过程中，往往自己对要表达的观点的认知比较模糊，

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显不足，在没有理清思路与逻辑的情况下，

就开始与倾听者交流对话，必然会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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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语言快速编码能力不足

在大脑内部完成观点的确立和粗略框架的制定后，表达者要

对表达框架中的各个部分进行适度地扩展，并将这些信息快速编

码，按照一定的语法规范，形成一连串流畅的语言，这一过程就

是内部语言的快速编码过程。

语法习惯统摄表达者的口语表达和书面表达，良好的语法习

惯，不仅体现在书面表达的规范，更能在日常口语表达中得以印证。

在和被调查者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民办高校学生的语

法习惯不好，经常出现语序颠倒和句子成分缺失的问题，这也是

词不达意现象出现的一大原因。

（3）内部语言控制能力不足

在大脑当中完成内部语言的生成和快速编码之后，我们就要

把它们输出，转化成外部语言。

在表达过程中，内部语言控制能力不足的表达者很容易出现

口头禅，这会使表达稍显混乱，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控制能力

不足还导致表达跑题的现象，即表达者在表达过程中，会随着自

己表达内容的变化或者语境中临时出现的情况，而改变自己的初

始观点和逻辑，最终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上述问题，在调研团

队的调查过程中，不仅体现在被调查者所表述的案例中，也体现

在被调查者表达时的整体情况中。

4. 文化原因

27% 的被调查者表示文化素质问题是致使词不达意现象出现

的原因之一。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表达者词量不足和词义误解两

个方面。

（1）词量不足

在与人交流过程当中，如果自己知识储备过少、词汇量不足，

也会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

受文化因素限制，在交流过程中，即使表达者内心有很好的

想法与观点，在进行阐述时，表达者却无法在大脑内部的词库中

找到相应的词汇去表达观点，甚至经过自己的阐述，倾听者越听

越混乱，让别人误解了自己的想法与观点。

（2）词义误解

因每个人的文化水平、知识储备不同，对一些词语的理解也

会存在偏差，从而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

例如：成语“差强人意”，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大体上还能让

人满意。但有些表达者会在自己取得了不好的成绩时使用这一词

语，他们认为自己表达的是这次还是不理想、差点意思。但倾听

者就可能理解成：这次表达者的表现尚可，较上次有了进步。

（二）成因关系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当代民办高校大学生口语表

达词不达意现象出现的原因可归纳为心理原因、经验原因、能力

原因和文化原因，而这四大类原因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心理原因直接影响着口语表达的动力，这会导致表达者逃避

表达场景，从而影响表达经验的积累、表达能力的提升以及在实

际表达中形成必要的文化积淀；经验原因和文化原因影响着口语

表达的判断和体会，制约着表达效果的实现，这会影响表达心理

的建设、阻碍表达能力的形成；能力原因影响着口语表达的生成，

其不足会促使表达者丧失表达信心，也会影响表达者表达经验和

文化素养的积累。

综上，我们发现，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策略，不能靠对某一

种成因的单独解决，要在综合考量中，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才

能真正实现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二、应对策略

（一）表达前做好积极心理建设，表达时集中注意力

口语表达之前，适当做一些心理预演，如在身心放松情况下

闭眼想象轻松发言 的过程；与人交流或上台发言之前可默默提示

自己“我能行”等积极心理暗示，通过深呼吸去缓解压力、调节

情绪。

与人沟通交流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关注在表达的内容本身。

在注意力集中的基础上，大脑内部快速进行内部语言生成，并按

照语法规范进行编码。

（二）做好准备工作，理清表达思路，字斟句酌地反复练习

在每次重要事项的口语表达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首先，

对自己要表达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并检索丰富的资料，加深自

己对要表达内容的理解，拓宽自己对要表达内容的认知，这是形

成良好表达的基础；然后，在已经形成的认知基础上，聚焦自己

的表达观点，梳理表达的结构，做到大框架和小观点之间的逻辑

严谨，实现小观点和小观点之间的环环相扣；再次，根据框架，

反复练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表达练习，发现原有框架中的问题

并适时调整，探寻到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词汇；最后，在正式

表达之前，找到合适的人预演一次，聆听对方的意见，完成最后

的表达调整。

这一建议看起来是对某一次重要事项的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

但是如果每一件重要事项都按照这一方式来操作的话，经过一次

次地练习，表达者将会形成一套自己的口语表达习惯，内部语言

和外部语言的运用能力都会得到积累和提升，最终日常表达也会

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锻炼，最终实现口语表达能力的整体提升。

（三）分析他人表达的优劣，注重表达后的经验总结，注意

文化素养提升

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他人的表达，思考分析其表达的优点

和不足，虽然这样的分析是以倾听者或者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别

人的表达，但由于表达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对其他表述者的关注，

也会反哺自身的表达。

此外，每次精心准备的表达结束之后，一定要和倾听者进行

有效的反馈沟通，并总结反思在表达过程中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

处，这是作为表达者的第一手经验，这样的经验越多，越容易提

高表达能力，也会提升表达自信。

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阅读、多思考，多了解科学文化

知识，不仅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让自己在表达过程中内容更加丰富，

更可能让表达变得精彩，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表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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