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陈词

一、情况简介

无领导小组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总结陈词。所谓总结陈词就是将此次小组讨论的结果向面试官陈

述出来。总结陈词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要求面试小组成员推荐一位代表将本组的讨论结果向考官进行

陈述，另一种是要求小组所有成员分别向考官做汇报陈述。具体考试形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总结陈词环节是考生在无领导小组面试中的最后一次发言，并且发言时间较长，一般为 3至 5分钟，

因此，考生要把握近因效应，争取将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给考官留下良好的印象，为自己加分。所

谓近因效应是指在多种刺激一次出现的时候，印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末尾部分的刺激，即人际交往过程

中，对他人最近、最新的认识占了主体地位，掩盖了以往形成的对他人的评价，也称为“新颖效应”。

在进行总结陈词之前，小组内所有考生需要一起推荐一位总结陈词的代表，在推荐时，应注意以下

三点内容：

第一，考生要在恰当的时间推荐总结陈词者。在讨论过程中时间控制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自由

讨论阶段进入尾声时，时间控制者要推动小组从自由讨论阶段向总结陈词阶段过渡，这也是有效掌控时

间的表现，其他考生也应根据讨论进程及时推荐总结陈词的代表，把握推荐的主动权。

第二，考生在推荐总结陈词者时，一定要给出充分的推荐理由，压缩其他组员的法波空间，以此确

保推荐的代表被其他组员接受。推荐的理由可参考以下几方面内容：讨论过程中的贡献大小、个人概括

总结能力、表达能力、发言次数等等。

第三，考生也应该巧妙反驳他人推荐的代表。如果其他考生抢先推荐，而且被推荐人如果发言会对

你产生威胁（比如与你同岗位的竞争对手），那么此时你应该及时反驳，巧妙合理地推荐其他人或者推

荐自己。考生进行反驳的理由可参考以下几方面内容：

①强调讨论不够充分；②强调适当照顾发言次数较少的考生；③强调总结陈词者应具备的素质，如

声音洪亮、概括总结能力强、表达时条理清晰等等。

二、展鸿提示

1.被推荐为总结陈词者的考生千万不要胆怯，而应该把握机会，在最后关头勇敢展现自我。

2.总结陈词的内容一般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总结者进行总结陈词时应该声音洪亮，语言流

畅，内容丰富，能全面概括总结此次讨论的内容。

3.无论最后由谁来总结，每一位考生都要时刻做好进行总结陈词的准备。

4.每位考生在自由讨论阶段时就应该充分表现自己，总结陈词者的自荐成功几率不大，所以，不要

把表现机会留在最后。

5.推选总结陈词者应自荐与他荐相结合，推荐他人时应该尽量避免推荐与自己同岗位的考试竞争对

手。

6.总结陈词者不宜让表现优异者担任，也不宜让表现较差者担任，建议推举表现一般者。



7.推举总结陈词者时禁止举手表决。

三、题型点拨

（一）总结类题目

总结类题型一般是要求面试小组成员推荐一位代表将本组的讨论结果向考官进行总结汇报。被推举

为总结陈词者的代表应该落落大方，用较好的精神面貌代表小组发言。在发言前，总结陈词者应该从座

位上站起来，全程站着总结，以示礼貌。

总结陈词者的发言的内容可参考以下流程：

打招呼——简单说明讨论过程——说明最终讨论结果——陈述达成一致意见的理由——总结（重申

讨论结果）

【示例】

尊敬的各位考官：

大家好！

很荣幸我能够代表我们小组做总结陈述，在此我对全体组员对我的信任和推荐表示衷心的感谢。现

在我将我们小组的讨论结果向各位考官进行汇报。在本次讨论的过程中，所有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对这

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每个人在讨论中都受益匪浅，同时为达成目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最终我们

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我的总结陈述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考官聆听。

（二）特殊题目

演讲类题型属于无领导小组面试中较少见的一种题型，但是在一些国考、省考面试中也曾经出现过

此类题目，因此，将演讲类题目作为特殊题型进行讲解。

在无领导小组面试中，演讲类题目要求小组每位成员在总结陈述阶段针对讨论的话题进行即兴演

讲。演讲的话题一般为自由讨论的话题，演讲内容可参考自由讨论时大家所提出的观点和意见。每位考

生进行演讲时应该起立，站着进行演讲。

演讲的内容可参考以下结构：

打招呼——提出总观点（总）——说明理由（三条理由最合适）——概括总结（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