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好说话读后感心得分享(优质5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好说话读后感心得分享篇一

这周我开始读马薇薇、黄执中等著作的《好好说话》。看过
主题辩论节目《奇葩说》的同学们对这些作者肯定不陌生，
他们思维敏捷，善于辩论，在“说话”这方面的水平确实高
于一般人。

我是第一次带着认可的心态和求知的欲望来看教人说话的书。
很早以前，我一方面知道会说话的人受欢迎，善于实现目标，
一方面又把他们和溜须拍马，巧言令色这些贬义词联系起来，
我也评定自己为不擅长说话，也以为自己可以不靠这个本事
吃饭。

后来在工作生活中，我开始观察和欣赏那些善于说话的人，
他们既能表达自己的立场和需求，又顾及到别人的感受，让
别人容易接受。现在，我愿意去提高自己说话的水平，希望
能与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能做成一些事情，我把说
话视为打开工作生活局面的一种重要能力。

《好好说话》的引言里说得好：“一直以来，我们以听话的
方式被教育，却又以说话的方式被考核，这很尴尬。我们所
学的东西无不以表达为指向，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也都以表达
为依据，可是作为最直接表达方式的说话，却始终处于极其
边缘的地位，这也很尴尬。”这段话既指出了说话的重要性，
也说明我们的文化里缺乏正大光明的普及说话的教育，话术



除了靠自己从生活里去观察去悟，要么就是在一些不入流的
成功学的书籍里，还真没有什么系统的教人说话的书和课程。
这本书算是一本不错的分析话语情境和背后原理的书，分析
原理是为了能够举一反三，在不同的情景里灵活运用话术。

我也认为，说话是外在的表现，反映出的是一个人的思维、
态度、认知等综合素质。要提高说话水平，可以看一些说话
技巧，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这种技巧有用，这样说为
什么比那样说好，这样说和那样说的背后分别反映出思考和
认知上的什么高下。也就是要通过表象思考底层的原理，而
这本书就做到了这一点。本书围绕话语权这个核心，将话术
分为沟通、说服、谈判、演讲、辩论五个领域。以下是我就
沟通中的几个情境，思考话术背后反映的认知。

当说话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既有客观原因（例如电梯里遇
见领导）也有主观要求（例如面试时的限时介绍），说者该
如何表达呢？我就做过赶着时间、加快语速、把要说的话一
股脑倾倒出来这种傻事。书中教授了“买时间”策略，也就
是如何让别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听我们说话，技巧就是引
发对方的好奇，然后有实力的回应主题。引发了好奇，别人
就愿意多给我们时间，但如果又没讲出什么东西来，只会败
得更惨。

这种情形下的常用句型有：“请先给我一分钟好吗?保证不耽
误您的时间。”“关于这件事，如果您不给我时间解释，那
就是逼着我说谎话了。”“这是很复杂，您想知道详情
吗？”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些人对不好的结果不负有责任，只因
职责所在，需要对别人报告坏消息。例如公司里的人力主管
要向被裁掉的员工传达离职通知，医生要向病人家属传达噩
耗。如何转述和报告，就相当考验我们传递信息的水平了。

第一个误区是你表现出过度的共情，好像你自己也很不能接



受这个结果，如果对方是理性的，会觉得这跟你也没什么关
系，也改变不了什么了，如果对方是情绪失控的，可能还会
迁怒于你，责怪你既然这么不能接受，为什么当初不再努力
一点。

第二个误区是你本来是想对遭受不好结果的人表达善意，结
果表达出来的却是愧疚之情，好像你该为这个结果负责一样。
你一愧疚了，很容易被心理阴暗或手足无措的人顺水推舟，
抓着你要你负责。

第三个误区是，你在传达坏消息的同时，主动出言安慰，甚
至出谋划策，试图帮对方解决整个问题，却忽略了安慰或建
议不当，可能让原本情绪不佳的对方更添愤怒，或者你将自
己从不承担责任的中立方转变成了要承担责任的行动方，为
他后续的请求继续负责。

反观这三个误区，反映的是一个人心理边界的不清晰，他搞
不清什么是别人的事，什么是自己的事，好像别人遭了难他
不能不管，一不小心就愧疚了，这样的人也容易把自己该付
的责任推给别人，也容易埋怨和依赖别人，因为他责任分不
清啊！有清晰的心理和责任边界，就不会妄动。

但是别人毕竟遭受了不好的结果，我们如何恰当的表达出人
情味呢？书中介绍了“专业”、“善意”与“陪伴”的诀窍。
专业是正自己的身，表示不躲闪、不亏欠。善意是表示我懂
你现在的心情，这是出自于人性的同理心。陪伴是在一个封
闭或半封闭的空间里，我传达坏消息给你时，我愿意停留在
这里，中立的解答你的疑问，但我不会主动安慰、也不会承
诺什么。

这种情形下的常用句型有“我来说明一下，这件事情是这样
的……”“我很遗憾，情况并不乐观……”“有任何疑问你
都可以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信息。”



这种情况指的是面对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有一个专
属于自己角度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原
因有苦衷的，而所有来自于他人的反弹和质疑都是缺乏体谅、
胡说八道的，甚至是挑衅的。

但其实对方也有他的一个版本，由于情绪和认知的不完全，
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两个版本”的存在，而都误以为是对方
不讲道理。我们在沟通时认为“对事不对人”是正确的方式，
然而我们对于事实的每一个陈述都是在以某种形式攻击那个
拥有不同版本的人。

这其实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心理认知的成熟度，有人说，成熟
的人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查理芒格也说过：“对你
有利的不是就对社会有利，要在自己的思维习惯中消除自我
服务的偏好。自我中心与客观现实并不相符，世界是由你的
需求和其他不同人的各种需求组成的，思维需要更客观，需
要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当我们认识到了“两个版本”的存在，我们说话的技巧就在
于将讲事实（事实在两个人心中不是唯一的）转变成谈感受，
在表达立场之余，对方也不觉得受到了攻击，反而会愿意述
说和解释。

这种情况下的常用句型有“抱歉，这或许未必是事实，但我
难免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点敏感，不过
我确实感觉到……”

好好说话读后感心得分享篇二

会说话的人舌灿莲花，综合起来看反应敏捷、思维清晰、逻
辑严谨、表达能力强；同时情商也高、善于提问和周旋，可
以避开对方锋芒或陷阱，还可以反败为胜主导别人思维，但
又会进退自如，让对方舒适，且巧妙给对方尊重和余地。



对于这样会说话的人大家都很羡慕，因为生活中笨嘴拙舌的
人随处可见、撞碎别人玻璃心又被玻璃割伤自己的也随处可
见、因不善言辞内向自卑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人倡导敏于
思而讷于言、沉默是金，连巧舌如簧也带有些许贬义。但随
着时代的发展，不奢望成为演说家或讲师，但说话已经成为
很多领域的一项必备技能。

会说话，在作者看来，是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是可以达到五
维俱全的圆融状态。作者在这本书里讲述了沟通、说服、谈
判、演讲、辩论这五种不同的维度下怎样做到好好说话。这
其中的场景中，前三种在大部分人的工作与生活中是必不可
少的。但只有学会五个领域的联系与转换，才能体会到五维
是掌握好好说话之道的钥匙。作者的方法就是从错误中学，
从场景中学，多分析思考，才能达到通融的智慧学。

关于沟通，表层的话语才可以达到深层次的内心的认知，能
够打破自身的局限，在交流中实现自我的呈现和对方的自我
实现这样一个双向流通的结果，这样的沟通是成功的。说服
要找到切入点很重要；谈判本质是交换，为彼此创造出各种
供评价的事务；演讲起来要能够善于、敢于表达，自信、流
畅、清晰而又生动；而辩论思维在不靠谱的世界中，是一种
必要的心智防身术，对于训练洞察力和大局观也很有帮助，
首先能说服自己才能保持理智。

书中的例子比较易懂，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说半天领导云
里雾里，汇报者没有重点和焦点都是要大忌。作者就教我们
方法，可以先问再答，确认下领导真正的意图；其次要看人
说话，预判领导已知的内容和关注的内容，有所选择的解释；
第三点很实用，就是先讲中心句，精简概要而突出重点。

会说话的人有朝气、有锐气，有智慧；不伤人，也不用屈己
从人。有点小心机而不是腹黑也不错。文中引用的《奇葩说》
的邱晨小结：“耐思、耐撕、nice耐思”，这个小结很有意思，
我的理解分别是要有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有对抗语言交锋与



冲突的能力、与人为善，求同存异的能力。会说话需要长期
积淀和训练，腹有诗书气自华，要存于内而发于声达于人。
会说话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技巧如何，道比术更重要，
语言本身是极其复杂而又精巧的工具，有时只可意会又不可
言传，总之要为人真诚，长存善意，且说真话，不说废话。

好好说话读后感心得分享篇三

太浅薄的话说出来，是因为自身还不够成熟，不够广阔。

心里装下了别人，愿意付出温暖，这就是别人说的，知世故
而不世故。

常常有人标榜心直口快，开口说完话立马补充一句，我只是
开玩笑。

可是不假思索的话，恰恰最直接地反映了内心所想，而后来
的修饰，反倒是自己觉得不合适内心已经纠正过的“官面”
上的话了。

有的人喜欢人身攻击，拿着别人身体上的残疾或者家里面的
情况随意给别人取个外号，还不忘大肆宣扬，以显示自己的
观察力是多么敏锐，语言的总结能力还如此高强。

这样的情形，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都不罕见。

《好好说话》的序言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本来小时候也是活泼可爱，可是因为在他三年
级的时候一位老师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
大的伤害。那种年幼时候所引起的自卑，影响了他很久的时
间。

可能说话的人并非有多大恶意，可依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



说明心里在看别人不好的地方，而且还不懂得看破不说破，
一定要过了嘴瘾才舒服。我们很难净化到说心中完全不起恶
念，或者说真的做到无分别，但至少，懂得尊重别人，尽量
不要从言语上给别人造成伤害。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圆滑、世故，而是知道这个世
上的人大部分都不容易，也知道自己的人生常常也不完美。
心里装下了别人，愿意付出温暖，这就是别人说的，知世故
而不世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生家庭，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甚至
有不同的信仰，总有我们所不了解的角落。跟一个人相处，
其实就是在跟一个世界接触，这个世界有开放的地方，有禁
忌的地方。不管我们是否能全部理解或认同，但至少要尊重
这个世界存在的权利。

一句不假思索的话，打破了这种禁忌，正是因为说话的人心
中的世界太过于狭隘，不懂得广袤的天空下万物生长，美或
丑都是自己眼中的，与存在的本身无关。太浅薄的话说出来，
是因为自身还不够成熟，不够广阔。像书里说的，好好说话，
你嘴里的人生，就是你的运势。

多多观照自己的心，心净了，话才能说清净。

好好说话读后感心得分享篇四

最近读了《好好说话》一书，颇有感慨！

一直以来，我们以“听话”的方式被教育，却又以“说话”
的方式被考核。我们所学的东西无不以“表达”为指向，他
人对我们的看法也几乎都以“表达”为依据，可是作为最直
接表达方式的“说话”，却始终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这也
很尴尬。



尴尬之所在，正是机会所在。况且，在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因
素里，相较于出身、机遇、精力、智力、意志品质，我们最
能控制的，其实就是“说话”这件小事。

说话这件事学校不教，但却是人生必修。

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是今后行走江湖的重要生存技能，这是
世道人心和文化结构的改变。关于说话，古人有一个说法。
说一句话之前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说这句话是真的
假的，有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是真的，接着问第二个问题：
我说这句话会起到什么效果、有没有用？如果你相信会有正
面的效果，再问第三个问题：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出自善意，
还是只是为了显示我自己独特的见解？三个问题都问完，觉
得自己要说的话既是真的，又是善意，还会有用，这时候在
说出来。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好好说话”的含义跟传统社
会根本就不一样。用2013年“星辩”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冠
军邱晨的话来说：兼具“耐思”（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的
智慧）、“耐撕”（处理观点交锋和利益冲突的能
力）、“nice”（与人为善追求达成共识），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
求的“好好说话”。

说话虽然简单，但可不是一件小事。说什么话，很重要。用
简单的话去伤害别人，可能造成的后果很大。用简单的语言
去温暖这个世界，可能给人带来的就是一时、一天乃至一生
的帮助。

好好说话读后感心得分享篇五

翻开本书，樊登在序中写道的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大半是因为他的大脑处在自动驾驶的模
式中，用自己最熟悉最不用动脑子的方式回应着眼前的人和
事”，一个类似调侃般的比喻，却能让人不管是从工作还是



生活中都能轻松抓取出一连串的例证来。马东的序则直接多了
“好好说话，其实就是好好思考”。

进入正题后的本书一改序中轻松幽默的口吻，也没有出现
《奇葩说》节目中辩论双方激烈“battle”的场景，它就像一本
非常实用的工具书，将说话的技巧一一罗列，娓娓道来。这
本书将说话分在五种场景中，分别是沟通、说服、谈判、演
讲和辩论，讲述了在何种环境下，要如何表达思考的方式，
找到目的点，用最适宜的方法，好好说话。

一、沟通：作者在这部分提到了“买时间”策略,这是我们在
工作生活中，面对解释时都需要面临的。书中列举了几个常
用句型“请给我一分钟好吗?保证不耽误您时间;”这样礼貌
地为自己争取到时间。但对于沟通者来说，如何在短暂的时
间内争取做到自己的最优展示，才是更大的挑战。书中是这
样说的“制造意外、引发好奇、回应主题”，既出人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

二、说服：“用选择权启发对方”。很多冲突都源于没有从
对方的角度出发。有时候选择拒绝帮助不是因为自私，而是
因为对方颐指气使的态度。所以说出自己的困难，让别人看
到自己善举的力量并把帮助与否的选择权留给对方，事情会
容易解决很多。

三、谈判：谈判双方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可以先通过试探收
集对方潜在信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四、演讲：利用性格特点塑造合适的形象，可以通过自嘲、
建立信任、由小见大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特点。这一环节也是
最考验情商，如何赢得让大多数人舒心，输的也要不失优雅
是需要深度学习的。

五、辩论：作者介绍了辩论中可以用到的小技巧：准确意识
到对方存在的问题之后，复述问题，慢而不断、化繁为简;面



对陷阱式提问，第一步要增强意识，发现陷阱，第二步要斥
责刨坑者的动机;面对忽悠，第一步要关键词脱敏，态度免疫，
第二步要模拟辩论，论点免疫，第三步要模仿表达，影响力
免疫。如何进行有力的反驳也是一门学问。

虽然阅读本书让人感觉到是说话处处是套路，勤于思考的说
话者，就像是小说中的上帝视角，拥有上帝视角的叙事者，
才掌握着全书的脉络，洞悉每一个小人物的心理活动及发展
走向;而作为书中有限视角的角色abc在各种自身或者外力的
作用下，发生着摩擦，误会及各种起伏的情绪。但我想所有
的技巧都要从原则出发，学习说话的技巧，不是为了让我们
变得目的至上，而是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自己说的话给别人
带来暗伤而不自知，同时希望自己能用更容易被人接受和更
有效的方式去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