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篇一

常言道：说话是一门艺术。但即使我知道这句名言，却依然
不善交际。我常埋头于各种习题中，看班里那些同学八面玲
珑、巧舌如簧，不禁常常诧异他们是如何练就一张巧嘴的，
表面不屑，其实内心羡慕。而《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就在这
个时刻以这种姿态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从前是不相信市面上那些畅销书的。如《说话三十六计》
《如何讨好你的上司》《三天变身说话达人》……它们举着
教人说话的幌子，内容多是正确但无用的废话。然而，《蔡
康永的说话之道》不同，它注重以情动人，提倡说话时设身
处地替他人着想。蔡康永自己也说：“这本书虽然谈很
多‘说话之术’，但我相信的不是‘术’。我相信的是先对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认真看待，然后得到比较多对人对己的了
解，然后比较靠近幸福。”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说话之道。

说话很简单，简单到有张嘴便能说话；说话又很难，能句句
说到人的心坎里且适当露出真情实属不易。乡间老农一句话，
常常比庙堂之上大人物一百分钟的演讲动人，因为老农那一
句话里面的“含金量”很高，能够打动我们。

如此说来，口才流利的人并不一定就讨人喜欢，真正讨人喜
欢的是把别人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又懂得适当表现出来的



人。

一项报道显示，如今各大企业的老板们在选聘重要职员的时
候，应聘者的沟通能力已经成为首要条件。我有一个同学，
每年都会去青岛学“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训练，说白了
就是“口才训练班”)，只学两天但学费达四千八百元!学的
效果怎样不说，只是说话这样的事，本不就应在日常生活中
去感悟、去领会的么?与四千八百元比起来，我花二十五元钱买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学习说话的投资并不算多。

周立波，是一个懂得说话之道的人。他主持的类似于奥普拉
脱口秀的节目《壹周立波秀》，收视率节节攀升。每人每天
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话，可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打开电视
去听周立波自说白话呢?毫无疑问，他抓住了观众的心理，他
懂得怎样说人们才会爱听，怎样说才会使观众产生较多的共
鸣。所以，他成功了。

“你说什么样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幽默像走路，讲
笑话像翻跟斗”“开口找人帮忙时，要‘大事化小’”……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中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标题，让我彻
底明白了说话的艺术与多变的可能性。从此，我每说一句话，
都要细细思考一下这句该不该说、怎样说会更好。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篇二

说话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会说话更是有助于人们走
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朋友，同事关系
冷漠，甚至与家人无法和睦相处，其实这大部分的原因都是
祸从口出。对于像我这样平时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不会说话
也是我的一大苦恼之一。

一年前朋友送给我一本《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才一看到书
名的时候以为这是一本教你学会如何说话的书，这不刚好也



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吗？所以我一气呵成用了一天的时间把
它看完了。其实这并不是一本用于教你如何说话的方法论，
是作者蔡康永通过自己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用40个小故
事来讲述人们在人际交往沟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解
决问题比较妥善的方法。

我很喜欢书中蔡康永说到的一段话，他说：“话，本来就是
说给别人听的。你越会说话，别人就越快乐；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别人越喜欢你，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你就
会越快乐。”这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直爽、坦诚，虽然不失为一种优点。但是，在生活中，如果
说话过于直接，常常会得罪到人，让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无不体现于蔡康永书中所说的：“好好说话，你才会过得
好。”

生活当中沟通无处不在，沟通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所以
我们要好好学习说话之道以提高我们的沟通能力。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记得大一时便列入了我的书单，那时刚上大学的我们
总被告诫要多说话，似乎对很多人滔滔不绝才是招人喜欢的
孩子，身边的书也是各种所谓的畅销书，“一分钟教你分辨
人心”，“三分钟让别人喜欢你”如此之类，买来几本，翻
了一下便失去全部兴趣，也许我这个内向的娃学不会吧，也
许只是内心在鄙视这类无聊的书籍吧。

看到一些人为了说话而说话总抑制不住内心的不舒适感，不
停在说根本不在乎自己在表达什么，不知道听者是不是愿意，
这一切总让我觉得莫名地可笑。一直认为说话是因为表达，
是出于真心，一味强调说话技巧的学习反而与说话的真谛背
道而驰，就像书中的一句话“说话，无非是表达自己，打动
别人。”也正是这一句“说话去表达自己”让我越来越能和
很多人畅谈，反观一些专门报培训机构练习如何说话的同学，



只是一时情绪的调动，随后归于沉寂，在很多时候仍不敢开
口说话，这在无形中也加深了当时的我对这类技巧书的鄙视
吧。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篇四

俗话说，一句话可以说得人笑，也能说得人跳。这话究竟该
怎么说，完完全全是有门道的。全书一共包括40篇小短文，
每篇都是一个故事，你会发现在愉快的阅读中已经不知不觉
被蔡康永的“说话之术”感染了，所以学习的过程也就变得
不那么枯燥无味，反而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容易让人接受。

懂得说话不仅可以交到好友，也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
人为朋友，如此有利的投资，又何乐而不为呢？对于生命中
最在乎的亲人，用话语将关心表达出来，让他们接收到讯息，
如此生活也才更有滋味！

我也曾经以为，说话直率毋庸置疑是一个美德。任何语言上
的思考和修饰，都不免有阿谀之嫌。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
处，如果坦诚一些，就会容易一些，这其实是没错的。

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发现，这样的观点背后，隐藏了一个膨
胀的自我。我说话的时候，只是想到遵守自己内心中的真诚
的自我形象。从而因为某种自我实现而感到满足和骄傲，而
没有想到听话的你的感受，如果你感到受伤，反而显得你过
于小气，容不得我所谓的真诚。

这个逻辑真的是自私到不行了。其实我们在人生中不断地使
用这个自私的逻辑，即便在对待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人的时候。
那些美丽的情书，大都充满自我地宣泄着一种单方向的爱意
和需要，而很少反过来思考对方的需要和感受。我们自然而
然地认为别人知道我们知道的一切，并且自然而然地要求别
人的理解和配合，这本来是人在幼年心理发育的一个误区，
结果到了成年，我们常常还走不出来。这好像说明了我们的



自私已经近乎一种天性，于是康永教我们说话之道，其实是
一种人生之道。

我们应该思考，在真诚之余，如何包含对他人关怀的温暖。
我们应该学会，在所有时候，都能够把对方放在你的心上。
他擅长说故事，擅长构造场景来告诉我们生活中的那些迷思。

他试图拨开我们挡在眼前的那个无比膨胀的自我，然后给我
们的心灵清理出一个空间来安放他人。

诚然，一味追求所谓说话之术，就容易有刻意奉承的嫌疑，
但是不伤害别人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是更应该追求的么。
而且，在某些时候，我的意见真的就比你的感受重要么。

每天我们说那么多话，有几句话是我们说完之后，会自己放
在心头、玩味一番的？“我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我为什
么会用这个态度说？”，如果没事就想想这样的事，就会发
现，我们心里其实藏了很多我们自己都不太明白的东西，这
些东西藏在我们的话里，从我们的嘴巴说出去了，如果我们
稍加玩味，会比较懂得别人是怎么形成对我们的印象，是怎
样评价我们的。

如果，我们练习把我们相信的事和我们说的话，尽量变成一
体，那我们就会倾向成为一个谨慎的人，或者会因为注意说
话的品味而靠近有品味的生活，或者，因为训练自己好好倾
听别人而终于变成一个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事的人。

这本书虽然谈很多“说话之术”，但我相信的不是术。我相
信的，是先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认真看待，然后得到比较多
的力量，更靠近幸福。透过说话，懂得把别人放在心上，这
就是我相信的，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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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篇五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花一年学说话却要一辈子去学会
说话，下面是小编带来的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读后感，欢迎阅
读!

全书一共包括40篇精彩的短文，每篇其实都是一个故事，当
你沉浸在故事有趣的情节中，末了就会发现在愉快的阅读中
已经不知不觉学到了蔡康永的“说话之术”，阅读的过程是
愉悦的，学习的过程也就变得轻松有趣。

而不像有些教人说话的书，理论一大堆，说教的方式又让读
者难以忍受，完全像在学“术”而不是学“道”，心理距离
远，效果自然不会好。

深入人心、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应该就是《蔡康永的说话
之道》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在书的序中，蔡康永就一针见血：把说话练好，是最划算的
事。

报告、开会、道歉、要求加薪、演讲、倾听诉苦等等，都只
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你会不会说话，知不知道听你讲话的
人想听到什么。

卖了这样的一个关子，确实能把人吸引住，引发读者继续阅
读下去的兴趣。

看来，深谙“说话之道”的作者果然功力不浅，很会抓住人
心。

整本书字数不多，读来比较轻松。



读罢，不禁反思起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几个说话错误，
由此归纳出三点感想：

一是“说话本无道，有心便有道”。

只要不是哑巴，开口说话并不是一件难事。

但总会有人说的话让人开心，有人说的话却让人难堪。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忙人”，当你和他讲一
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思不在这里，当你问他“怎么样?”时，
他往往会说“你刚才说了什么?”遇到这样的人，说话者的心
一定会凉半截。

因此，将心比心，当我们手头正在忙事情，无暇顾及身边想
要向你倾述的朋友时，请及时告诉他“稍等”。

但如果这个朋友是个有自杀倾向的人，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手
头的工作，耐下心来听听他的话。

也就是说，要么不听，要听就请认真听。

二是“多听少说，比少听多说好”。

很多时候，朋友向你抱怨并不是想得到你的同情或是想从你
这里得到建议，而只是单纯地想让你听他说完。

回顾我的八卦生涯，好多次与朋友谈话，还没等他们说完，
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抛出自己的'观点，还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
于他，并且认为自己这样是为他好，自己是万能的知心姐姐。

到头来朋友的情绪没有得到完整的发泄，这个世上反而又多
了一个抱怨者。

三是“每一次说话都是一次练习”。



我以前觉得平时说话都无所谓的，只要公众场合讲话时注意
点就行了。

结果发现，平时不努力，用时徒伤悲。

不论在饭桌上，还是在别的什么公众场合，我往往会得“失
语症”，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些社交礼仪也做得很不到位。

虽然不需要做到八面玲珑那么好，但是基本的客气话也不太
会说，这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另外更严重的是，有时不经意间冒出一些不太文明的俚语，
儿子一听就记住了，做了很坏的榜样。

由此可见，平时管好自己的嘴，用好每一次练习的机会是多
么重要。

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属于“嘴笨”类型的，那么不妨也来看
看这本书吧!受益匪浅。

对方穿得很丑，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称赞漂亮吗?对方煮菜
难吃，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称赞好吃吗?我大部分时候会建
议：“是的。”因为这事和良心实在没啥关系，却严重影响
你的人际关系。

别把良心消耗在这么表面的事上，良心没这么廉价，如果真
的在乎，用得到良心的地方多的是啊。

翻看蔡康永的微博，总是会有那么一两段让你醍醐灌顶。

最让我醍醐灌顶的恐怕就是这段了。

生活中总有人自命清高地不与人同流合污，其实不过是自己
羞涩的愚笨固执把自己包裹起来跟外界抗争，可事实就是蔡



康永说的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地方用到良心、灵魂这样的高
贵的字眼!

电视上的蔡康永自己都不认可这件事有多么的荣耀，在他看
来他不过是大众传播的一个媒介而已，而风光背后的阅历，
那看尽世界后淡然面对一切的洒脱和从容都从他的书里体现
出来。

《la流浪记》描写了年轻人在未知世界的勇敢与冒险，《有一
天啊宝宝》把严肃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化作了内心所有美好的
小感觉，《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告诉了我们爱和怎样去爱，
而这本《蔡康永的说话之道》，是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告
诉你怎样说话。

这也是我觉得实用的一本书!

那些教人说话，教人职场成功的什么的，永远都透着一股虚
情假意，世俗功利，大都是空泛的谈论，让我在日常生活中
找不到源头，但蔡康永的书却没有一丝这样的味道，因为他
讲的不是虚伪谄媚说话之术，而是说话之道：”我的说话之
道，就是把你放在身上。

“翻看这本书是轻松和愉悦的，学电影出身的蔡康永太会讲
故事了，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细节被他轻而易举地捉了出来，
化身路人甲乙丙丁的凡人故事，每个故事都是日常不会说话
的症结所在!

看完这本书，我们才会知道自己因无知和害怕而固守的高姿
态是多么的没必要，生活并不是一意孤行撞了南墙不回头，
学会抽丝剥茧难道不也是一种智慧吗?蔡康永总是谦虚的，自
顾自的述说一些生活感悟。

他的微博数量不多，没有一篇是”放狠话，傍明星，晒生
活“的”三俗体“，都是隐约的故事和道理，有”你很重要，



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这样《写给残酷世界的善意短信》，
有享有比拥有更重要”这样《写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有
“一朵花一直迟疑着要不要开”这样《没人在乎的小报道》。

“贵人不一定能改变人生，外表不一定能决定魅力，但
是——说话可以!把说话练好，是最划算的事”，台湾着名主
持人蔡康永在新书《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中提到这句话，耐
人寻味。

翻阅此书后，发现这确实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实用之书。

翻开这本书，刚读到序言，其中的一句“透过说话，懂得把
别人放在心上”就直触我内心!确实，语言最美的时候，在于
透过它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可以感受彼此的需要，可以确认
彼此的存在，而这一切，只需把对方放在心里!放低姿态去主
动关心朋友，诚心聆听，耐心交流，虚心请教。

全书一共包括40篇精彩的短文，每篇其实都是一个故事，没
有说教分明的模式，简单亲切，当你沉浸在故事有趣的情节
中，末了就会发现在愉快的阅读中已经不知不觉学到了蔡康
永的“说话之术”，阅读的过程是愉悦的，学习的过程也就
变得轻松有趣。

而不像有些教人说话的书，理论一大堆，说教的方式又让读
者难以忍受，完全像在学“术”而不是学“道”，心理距离
远，效果自然不会好。

深入人心、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应该就是《蔡康永的说话
之道》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一群朋友聚会，如何炒热气氛呢?聊天时话题卡住了，又该怎
么解决呢?……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完全会碰到的事情，因此
学上一招真的非常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