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演讲后读后感(优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
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演讲后读后感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书中的主人公是个癌症晚期病人…卡内基美隆大学的教授，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土管一班李灯。这个大学有个很残忍的传
统。每一个确定时日无多的教授都会被邀请在学校做一个"最
后的演讲"。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最后的演讲读后感，希望大
家喜欢！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篇1
作者兰迪·鲍许是一位执着于教育的大学教授，在20__年事，
医生宣布癌细胞转移，只剩下3到6各月的寿命。之前因学校
的邀请，答应举办一场演讲，经过挣扎后，最后选择舍弃于
家人的相处时间，到学校去发表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演讲，内
容因他的幽默有笑声，也因他看待人生的方式有泪水，他谈
的是人生的重要课题。而专栏作家杰弗里·扎斯洛，多次的
采访兰迪。鲍许，再写成这本书。

一开始看到这本书，已经长生想阅读之本书的兴趣。在书中
知道他的遭遇，总会自己思考若今天那个主角是我的话，能
像他用乐观，豁达的心态度过剩下的时间吗？还是就是自怨
自艾一直堕落让病情加重呢？而我会做哪些事让我剩下的生
命过的更精彩更有意义，不后悔的离开？同时我也感到相当
的惋惜，一个这么热衷于教育，对家庭的付出和实现梦想的
人生际遇的人，却遭遇了这样的事。欲用短暂的生命，告诉



大家待人处事、时间管理、家庭亲子关系和实现梦想……等
人生重要课题。一翻开是的第一页犹如是跟着书去了一趟兰
迪·鲍许的人生旅程。

有人一开始就能接受，是后来重拾正确的心态才是重要的吧！
而他还跳脱消极的形象，因为他乐观和珍惜的过每一天，大
家很惊讶的感觉到其实他很健康，一点都不像是病人该有的
印象。

究竟自己的儿时梦想是什么？老师、音乐家、空姐…等是不
是多到连记都记不清楚了，我深信兰迪·鲍许所说的儿时梦
想绝对不是我那芸花一现的幻想。而是在心中根深蒂固有着
非达成不可的赤子之心的梦想。若要我全力实现儿时的梦想，
第一步应该不是挤破头相处梦想是什么，而是在于我要真么
过人生，和现在身份该做好的事，我是学生就作好学生该做
的事，是什么就该找到自己的定位，不必说梦想是什么，我
相信梦想会随着一步一脚印而实现！

有着能让他任意发挥的爸爸妈妈加上许多人都体验不到的人
生经验，才能现在的兰迪·鲍许！原来人生中的阻碍或挫折
不一定代表失败，也不代表就该放弃某些东西，而是能让你
自己知道是多么想达成这个目标或是得带这个东西，才有继
续往前进的力量，让我彻彻底底的多挫折有另一个看法。

看所谓的将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句乞求使得他比预
计的时间多活了半年。只是必然的宿命还是会来到。就像即
使他少有沮丧郁闷的字眼在书里当我合上书本的时候还是觉
得很沉重。现在，至少他体验了足够多。

兰迪·鲍许给了全天下无比的感动和改变人生的影响力。

当我们得知自己生命所剩无几是，现在我们应该会做哪些事，
让自己不后悔也让生命过的更精彩，更有意义。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篇2

“全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我从兰迪？鲍许的书中，收
到最好的礼物。这句话惊醒了我，让我对未来不在徬徨，而
一切的开始，是从我看到这本《最后的演讲》之后。

前些日子，在书店闲逛时，无意间看到了这本书，作者因病，
剩下鲜少时间可活，于是便发表了最后的演讲。看完之
后，“全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
断的徘徊，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中。我对这句话有极深的感
触，原本的我，对往后的日子是徬徨无措的，不过因为这句
话，使我不再迷惘，这句话是我听过最能抚慰心灵的话。

这句话给了我希望，使我在既黑暗又崎岖的道路上，找到一
片光明，它让我不再畏惧未来，让我明了，自己应该要全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按部就班的，依照学校和父母的期
望走下去。听到这句话时，我就像被春雷惊醒的冬眠动物，
顿时醒悟明白。它提醒我，要去追逐梦想，依照其他人的期
望去做，只会让自己更加的失望，完成梦想，使我变得更有
信心。这真是我收过的礼物中，最好的，最棒的。

语言是具有说服力的，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一个
人的人生方向，每一句话，都有深厚的意义，发现它，了解
它，就是个最好的礼物。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篇3

《最后的演讲》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是“帮助别人
实现理想”。这句话帮助我从“一心实现自己理想”的思维
模式中走出来。我从太多的方面得到了帮助，以下列出最重
要的4个讲讲。

对快速阅读招生的帮助



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是让我的所在的快速阅读培训学校规模扩
大，学生人数变多。于是我比较努力的去招生，说服更多的
人来学快速阅读。但是我发现这样很累，业绩量却不大。如
果从帮助别人实现理想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某些人并不需
要提高阅读速度，增加记忆力。那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
去和他们做过多的沟通是很浪费时间的，这样下去会造成我
徒劳无功。

收获和改变：这句话改变了我的目标招生对象，我应该去找
到需要学习快速阅读，愿意把学习快速阅读作为理想的人，
这批人会和我产生很好的对接。我接下来会筹备网络课程的
招生，因为网络课程受众广，比较容易筛选出提升快速阅读
的人。

对个人博客内容的帮助

在思考我个人博客应该放什么内容的时候，我想把自己的博
客打造成很有影响力的博客。这是我的理想，于是我想了很
多展现自己最好一面的东西。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是没多
大效果的，你自己厉害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张校长的博客影
响力这么大是因为很多人从他的博客受益，帮助了很多人。
我的博客只展现自己很可能是死博客一个。因为世界上牛人
多了，人家干嘛关注你。

收获与改变：我决定把我的博客思路调整过来，以分享为主，
尽量多的搜集所需要的新教育资料放到博客上供大家下载。
并分享一些和快速阅读相关的东西。这样我的博客才会有生
命力。

对人脉资源运用的帮助

和朋友聚会，我会想用朋友的资源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但
这种想法是消费者型的，我在索取。这样下去人家最多前面
一两次给你面子帮你一下，到后面的路会越来越窄。



这句话改变了我和朋友交往的模式。我以后聚会应该用经营
者思维去想我有什么人脉可以给对方来带来利益，对方得到
这种帮助一两次以后，都会主动的想着来帮你了。人脉法则
的确应该是你帮助了多少人实现理想。

对商业合作的帮助

商业合作的时候，我原来的思维是尽量把对方的收益谈低一
点，这样能早点达成我的财务目标。问题是如果这样下去的
话根本不会吸引到厉害的人为你做事，而且对方不会太用心
的去做。蛋糕做不大，局面会越做越小。

这句话影响了我对合作伙伴的商业思维，我会把更多的利润
分给他，用马云的话说：要先让合作伙伴赚到钱。你自己就
能赚到钱了。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篇4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

日前，在整理书柜时，偶然的发现了《最后的演讲》一书，
我不禁的读了起来。

《最后的演讲》是由一位得了绝症的美国人----兰迪鲍许所
著。他在46岁时便得了胰脏癌，来年医生便对兰迪鲍许
说：“你大概只剩几个月可活 了！”作者当下非常震惊。但
兰迪鲍许还是以非常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自己是少数中
可以存活下来的人，另外他还受邀了卡内基美隆大学所举办
的.演讲，当然 它的乐观以及幽默也使听演讲的人爆笑声不
断，并且也让观众印象非常深刻。

在“最后的演讲”这本书中，提到了作者兰迪鲍许的人生观，
他的人生观跟一般人比较起来就是看的比较开，他的乐观让
握印象深刻，不会跟别人计较东计较 西。而且对于有些事情，



他看得角度跟别人看得不一样。所以他也才能乐观的看待自
己的人生。在这本书中他也提到了他的小时候的梦想，他的
梦想也许跟别人差不 多，但也告诉了我们一句话：“如果小
时候的梦想是正面的，就要去实现，否则错过了就来不及
了！”在这本书中让我获益良多的是兰迪鲍许告诉我们两句
话：
“我们改变不了上天发给我们的牌，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打
这手牌。”还有乐观以对，用心、认真的过每一天，充实、
丰富自己的人生。”

读完了这本书，让我觉得要把握当下，要善用、规划时间做
一些该做的事情，因为如果刚好像兰迪鲍许一样得了绝症时，
想要再做也来不及了。其实有时候我 也像兰迪鲍许一样有同
样状况，只不过他是绝症，我是突发事件。有一天，我放学
回家在看书，原本以为还有好几个钟头可以写家课。但不幸
的是，突然我的双亲 叫我出去跟他们办几件事，回来已经
是10点左右了，可是我还有家课要写，无奈的是我写功课写
到了一点。而这也验证了作者所说的话。所以，就如史帝夫
贾伯 斯所讲的：“人生苦短，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阴影下。
”

最后的演讲读后感篇5

许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最后的演讲》，它里面常提
到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只要你努力，
梦想就会来找你。”

那时的我，看到这句话，真是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此书的作
者兰迪·鲍许教授，在被确诊罹患胰腺癌，生命只剩下最后
几个月的时候，应他所就职的大学的邀请，做了这场“最后
的演讲”。作为一个因病，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人，兰迪教
授是不幸的，然而，他同时又是幸运的，虽然只有短短48年
的生命，他却获得了许多机遇，让他实现了自己一个又一个
的梦想，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如今，当我坐在舒适的公司创作部办公室里，跟同事们讨论
着系列剧的策划;当我面对着亲切、可敬的_作家、编剧老师，
聆听他们深入、细致的指导;我会时常想起兰迪教授的话。

有一个好的工作，能经常得到_老师的指导，相信这是包括我
在内的许多年轻人所梦寐以求的。

这些年一路走来，我渐渐相信了一句话——人生，是需要积
累的。

现在社会上许多人都在谈论人脉，都在想方设法地为自己聚
拢人脉，寻找机遇，然而，我始终坚信，无论是结交朋友，
还是结识师长，靠的其实都是自己的修为。

记得我开学第一天去电大报到，《羊城晚报》的郝记者来采
访我，过了没几天，爸爸对我说，上次采访你的那个郝记者
在电话里说，想跟你做朋友。我当时有点不相信，一个大报
记者，要跟我这样一个读电大的残疾学生做朋友?她是随口说
的吧?一晃，我与郝姐姐已相识10年了。

让我更有感触的，是去年3月，我到天虹宾馆去参加省残联举
办的小品培训，第一天的培训课程结束后，夜里，我到主讲
老师舒老师的房间，跟她简单聊了一下自己对白天提到的残
疾人文学的看法，临别时，我问老师能否给个邮箱地址，不
曾想她竟给了我一张名片，表示今后愿意帮助我。

后来，我渐渐明白，自己平日里的努力和积累，也许总会在
某一时刻不经意间给自己以意外的帮助，让别人能看到自己
身上的闪光点，当然，前提是，我遇到的老师和朋友的确都是
“有心人”。

过去总会习惯地想，我的付出得到了什么回报?总希望回报能
立竿见影。经历过一些事情后，终于明白，人生的付出，或
许只有在某一个机会来临时，才能看到回报，在这之前，总



难免会感到迷茫和委屈。就像我在没有工作的那几年里，只
是想着，没什么事干，学点东西总是好的，就坚持听了4年讲
座。今天回想起来，正是那4年的“充电”，让我有勇气去
跟_老师交流，虽然还是时常感到自己是在“班门弄斧”，但
至少不至于是“门外汉”吧。

人生奋斗，也许很多时候都如在大海中航行，每天枯燥地看
着大海，_苦地与风浪搏击，却发现要到达目的地依然遥遥无
期。直到有一天，一座美丽的城市忽然在远处出现，看着它，
我们会觉得，自己之前的付出，甚至挣扎都是值得的。正是
一路的坚持，才换来了今天与它的亲近。

因此，无论我们现在处在怎样的困境里，都应该相信，只要
努力，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梦想，终究会出现在我
们期盼的不远的彼岸。

;

演讲后读后感篇二

读完毕淑敏的《孩子，我为什么打你》这篇饱蘸着母爱深情
的文章,我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这就是伟大的母爱啊!

是啊,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母亲付出了多少辛劳与汗水啊！
与孔子齐名的大儒“孟子”，早年丧父，孟母“以荻画地”
教他学问。为了让孟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曾三迁
家园,终于造就了一代“亚圣”。当我们犯了错误，母亲善诱
劝告却毫无作用，看着那高高举起，尔后又停在半空中的母
亲的手，是“爱之深，恨之切”的表现啊！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为的是让你懂得做人处事的准则，
为的是让你拥有披荆斩棘的气魄，为的是让你无愧于这份母
爱。当一个慈祥的母亲挥掌一击时，更多的痛感在她的心上，
几乎每个母亲责罚孩子都要流泪，泪水中全是心疼，满是责



备。正如文中所说“每打你一次，我感到的痛楚都要比你更
为久远而悠长。因为，重要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

一棵小树，不修剪枝杈，便无法茁壮成长，甚至无法成才，
一只雏鹰，不经历挫折，便无法独自飞翔。母亲的每一次责
打都是一种磨炼，她，独自承受着痛苦的考验。“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为了孩子的成才,她宁愿惩罚自己,“假如惩罚
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训，孩子，我宁愿自罚”。真是“可
怜天下父母心”啊！

伟大的母爱，给了每个人生的权力，生的力量和生的希望。
是的，母爱是最平凡的，母爱也是最伟大的！让我们好好学
习，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吧！

演讲后读后感篇三

今天，看了邹越的演讲。这是我观看许多次演讲当中最精彩
的一次，也是最震撼的一次，更是让我彻底流泪的一次。对
我触动、影响、感染很深。不是因为演讲的口才有多好，也
不是因为多么具有感染力，而是因为一种真实，一种情感，
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人格魅力，一种爱的号召力。

“让生命充满爱!——爱祖国，爱老师，爱父母，爱自己。”
多么简单而有影响力的话题，常在人群中谈起，也常在生活
中见到，更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倡导。因此，也引起了我和许
多人的深思和共鸣。

当我观看到邹越一边演讲，一边流泪的时候，我感觉到这是
一次真实而发自己内心地演讲;当我观看到听演讲的那些人被
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引起我的深思和共鸣。

邹越的这次演讲，之所以能引起许多人的深思和共鸣，说明
许多人心灵深处是纯净的，善良的，灵魂深处也在追求着大



善大爱。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因而，人
生的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但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中，生存性
质却是相同的，每个人都在为生存而疲于奔波。这样，往往
容易忽略许多生命中重要的细节，以及忽视了生命中的爱、
情感以及现在。

爱祖国，爱老师，爱父母，爱自己。多么简单的话语，却是
要用心、用行动来完成的。

怎样用心爱祖国，爱老师，爱父母，爱自己?怎样付诸行动，
才能做到真正地爱祖国，爱老师，爱父母，爱自己?这些都值
得我们深思。

爱祖国。邹越讲了世界冠军的例子。的确那些世界冠军在夺
金的最后关键时刻都是想到了自己的祖国;还有奥运会上一个
来自己小国家的一名运动员，为自己的祖国而参赛，跌倒了
爬起来，心中念着自己的祖国，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
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经历许多艰难困苦后，如一条
巨龙崛起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我
们更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并不一定非要做轰轰烈烈
的大事，只要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尊守公民法则，尊守社
会公约，讲文明，爱护公物，爱护花草树木，多一些爱心，
提高个人素质，也是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爱老师。邹越讲了油田实验高中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在教
育岗位默默无闻的工作了几十年，为一些贫困学生捐赠钱物
的感人事迹。是呀，老师是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的。生命
中的恩师，也如父母一样，会付出父母一样的'慈爱。因而一
定要用真心去爱自己的老师，感恩老师。

爱父母。不是一个“爱”字就能表达的。邹越讲了许多简单
的事情。当他讲到，“父母在儿女小的时候，每天为儿女洗



手、洗脚，可是我们每一个爱父母的人，却做不到每天为父
母洗手、洗脚”时，我流泪了;特别是邹越讲到他为母亲洗脚
的事情，母亲总是笑着让他离开，可当他真正为母亲洗脚的
时候，母亲却泪流满面......邹越又问到：“我们每个人每
天认真仔细地观察父母的脸了吗?我们每个人每天注意父母的
衣着了吗?......”我再次被感动了，不但受到了启迪，还受
到了教育和反思。是呀，我给予父母多少?我帮助父母多少?
父母一生忙碌，每天起早贪黑，那是为了儿女们生活得更好、
更幸福。可我们做儿女的每天起早贪黑，却是为了自己的儿
女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我们从没有真正地考虑过父母，忽
略了父母的感受，而父母总是默默地奉献，默默地支持。我
们每个人都明白父母的恩情如高山大海，也懂得永远报答不
了父母的恩情。可我们真正用心爱父母了吗?仔细回想一下，
在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有多少数不清的嘘寒问暖，
有多少数不清的关怀，有多少数不清的洗涮......父母从不
图回报，也从不责怪儿女，总是用慈爱、奉献和付出照顾、
关怀、温暖子女，直到父母头发花白，直到父母步履蹒跚，
直到父母弯腰驼背......是呀，父母给了我们做儿女的无尽
的等待，等待儿女的温情，等待儿女的回赠。我们做儿女的
一定不要留给父母更多的等待，应当尽早让父母享受到儿女
的爱，给父母多一些温暖，多一些陪伴，多一些交流，每天
早起一点，每天少睡一点，多给父母洗洗手、洗洗脚、洗洗
衣、做做饭。用真心的爱回报父母的爱。千万别忽略了“现
在”。

只有爱别人才能做到爱自己。

总认为自己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也能够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毕竟能力有限，做到的也只是微乎其微。我思考并总结自己
走过的人生路，总想活出自己的个性，活得有意义，活出有
价值的人生，同时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人......可三十多年过去了，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从事了
很多种工作，虽然积累了很多社会经验，但结果却是一事无
成，也感觉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在遗憾、叹息、艰辛中



追问自己，是否达到了理想的人生?茫然的我，回答自己，离
理想的目标远之又远之。所以觉得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做好，
也就没有做到真正爱自己。但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更积极、更
努力。

早在父亲的年代，经常有政治学习。今天观看邹越的演讲，
相当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我想，只有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只有爱老师、爱父母，才会
爱祖国。相信一个真正让生命充满爱的人，一定会活出精彩
而与众不同的人生。

演讲后读后感篇四

最开始接触《国王的演讲》，还是从电影开始，我深深被里
面的情节所吸引。于是，我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翻开了
这本书，又一次走进了那振奋人心的世界。

本片小说由马克·罗格所作，讲述主人公约克都公爵患有口
吃，无法在公众面前进行流利的演讲，这使他在工作和生活
中屡屡受挫，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为了帮助他治疗口吃，找回
对生活的信心，找到了一位特殊的语言治疗师莱纳尔罗格，
其治疗方法与其他的语言治疗师不同。由于传统方法对约克
都公爵并无明显作用，夫妻二人来到莱纳尔罗格的家中决定
试试，但是约克都公爵对自己没有信心，同时也对这个古怪
的语言治疗师没有信心，他对他的治疗方式毫无兴趣，甚至
认为他在胡闹，于是首次诊疗也就不欢而散了。但临走前，
罗格医生给了公爵一份cd，公爵回到家发现在聆听音乐时进行
朗读，便逐渐与罗格医生慢慢走进，接受治疗，其治疗过程
并不像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对交的老友。经过
各种波折和插曲，这位“被国王”的国王，在国难当头，政
局危机时，成功发表了二战前鼓动人心，激发民众热情的演
讲，这是一个励志的过程，让我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战胜自



己的。

首先，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罗格先生，看来他是一个好医生，
也是一个好老师，更是一位好朋友，他善于聆听，懂得倾听，
对于约克都公爵暴躁的脾气和忽冷忽热的态度，他常常是包
容的，理解的，也从未抱怨，他真诚的聆听病人们内心的声
音，虽然他出现的次数并不多，所说的话也许就那么几句，
可是确能让读者深深的了解到他这个人。是的，的确是个是
一个“冒牌医生”，他只是一个演员，但在战争中他见过太
多自闭的人，绝望的人，他也帮助很多人重拾信心，走出自
闭的阴霾，他能够读懂人心，走入人心，感化人心。相比那
些空有虚名仅仅是有着文凭和名誉的皇宫中的语言治疗师更
让人深刻。这也让我想到，真正优秀的人，不需要取得什么
辉煌的成就，也不需要闻名于广大民众，更不需要让别人吹
捧自己，真正优秀的人，是用心做事的人，凭着一颗真诚的
心，一颗热情的`心，一颗感同身受的心来为人和处事，投入
了真心，你就是成功的，就是优秀的。

其次，阿尔伯特也让我明白许多。在我眼中，他是一个有点
自卑的儿子，一个充满爱心的爸爸，一个不错的丈夫，一个
外表高傲而内心儒儒的挚友。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
你心中的心魔，阿尔伯特的口吃一定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疾病，
但是，他完美地战胜了。记得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他说
过：“如果我是国王，我的权力又在哪里？我能宣战吗？我
能组建政府吗？提高税收？都不行！可我还是要出面去坐头
把交椅，就因为整个国家都相信……我的声音代表他们。但
我却说不出来！”即使困难重重，尽管多么不易，不管过程
怎样，他最后还是出色的完成了精彩的演讲，这给我带来了
激动的感受，也让我思考到其中的人生价值。

人无完人，没有人对自己是百分百的喜爱，我们都有自己的
缺点和自己缺少自信甚至是讨厌的地方，他们像心魔一样住
在我们的心里，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应该拿出像公爵
的勇气，直面缺点，并努力克服，让自己变的更加优秀。



演讲后读后感篇五

《高效演讲》看了快一半，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定要带着目标
去沟通，没有目标的说话基本是在浪费时间，有了目标，就
有了魂，然后就是思考为了完成目标，需要让对方知道些什
么？切忌信息分散、杂多，要学会归类，且掌握不超过三点
的原则，否则到了接受对象那里就完全不记得是说了些什么，
说的时候还要通过自己的语速、语调、身体语言等让对方感
受到我想让他感受到的情绪，譬如我的目标是让你相信我可
以胜任这份工作，那我就要把我的能力点一二三的说清楚，
同时说的时候我要让你感受到我是自信的、有底气的，最后
还要用一句简洁的话来总结我想跟你说的事情是什么，最后
最好是有一份拉近彼此距离的“甜点”，譬如：老板，我今
天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不负你
给我的机会，最后再说一句：老板，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
么大胆子跟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向别人证明强将手下无弱
兵，回想起自己以前做商务的时候，跟客户沟通都是想到哪
儿说到哪儿，虽然也做的挺好，但就是很难做到每一次比上
一次有进步，看了《高效演讲》以及结合近期自己工作上沟
通的事情，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就在没有一套很好的'方法论，
如果有了方法论就可以每次静下来，去看看自己在哪些环节
是做的不够的，哪些是新的发现和惊喜，然后不断丰富和完
善自己的方法论，如此往复，到最后就是形散神不散，无招
胜有招了！

内容准备好后，接下来就是要组织好这些内容的结构了，比
较好用的结构是：

2、中间部分—发现：循序渐进，刺激听众主动发现沟通要点，

3、结尾部分—甜点：a；强化重点，加深印象b；完美收尾，让
对方记住你的讲话。

内容有了，结构也组织好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很



好的呈现出来了，留到后面慢慢学。

知行合一，希望自己知道这些沟通技巧后，能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有意识去练习、总结、优化，最后做一个高效、轻松
的沟通者，希望与我沟通的朋友们都能爱上与我对话，听我
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