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三 言语之美

任务二 故事人生

一、讲故事的技巧

（一）学习讲故事的步骤

要学会讲故事，首先要学会说普通话，把话说明白，叙事有头有尾，来龙去

脉交代清楚；进而练习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使人爱听。练习讲故事也像学习别

的功课一样，可以先易后难。

先练习复述。就是把书上的或从别处听来的故事原原本本讲给别人听。这种

方法，故事情节照搬，人称不变，口气不改，学起来比较容易。书上读到的故事，

只要读得用心，记住人物和情节，多揣摩人物的思想感情，经过几次练习就可复

述出来。比如听了莫言讲的故事，不妨试着给别人讲讲。

再练习改编。就是读了有故事情节而不是以故事体裁写作的文艺作品，或观

看了电影、戏曲，不可能照着原样全都复述出来的，这就要加工改编，使它成为

适合于口述的故事。改编是再创作，要求比较高。如果原作人物不多，情节简单，

只要适当添补、删节、调整，使故事连贯起来就可以了。如读了莫言的《卖白菜》，

把它当做故事讲给人听。如果原作人物多，情节复杂的，就要有所选择，作较多

的删节，人物选主要的，情节抓基本的，编成不太长的故事。

最后练习创作。就是自己编故事。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选取典型人物、

典型事例，编成故事，讲给大家听，既能提高自己的编说能力，也可起到很好的

宣传作用。

（二）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能不能把故事讲得别人爱听，是一个人表述能力的体现，也是沟通能力的体

现。能否把故事讲得动听，很有学问。

一段故事，一般有五个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时”的

表述要开门见山，警示性地引起听众的注意；“何地”的表述要尽快进入场景，

这样才会突出你想表达的主题；“何人”的表述要有名有姓，有名有姓才显得真

实，也方便听众理清思路；“何事”的表述应注意具体化，描述细节化，也就是

重现场景。讲故事最重要的是重现场景，场景越细致，越真切，越能使听众以一

个一致性的画面进入情节，它可以限制听众的随意思考，因为随意去思考，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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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就不一致了，“不一致”在社会心理学中，就意味着心理互动的失败，心

理互动失败，就很难在讲话中达到预期效果。

（三）如何讲好一个人

讲一个人最关键的是情感重现，讲故事的人要用自己的喜怒哀乐感染听众。

自己喜欢的人，使大家听了都喜欢；自己讨厌的人，让大家都讨厌。为此要注意

以下 4点:

1.用事例说话。事例是不可反驳的，所以真正起作用的应是故事中的例子。

2.指名道姓原则。对故事中的人应该冠以名字，这样有利于听众的接受。

3.不用模糊语言。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总要力求准确，所以一段话中有很多

“可能”、“大概”等，这会大大降低了阐述内容的说服力。

4.善于模仿。尽量再现故事中人物的语气，说话时候的动作、表情，使其活

灵活现地展现在听众面前，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四）讲故事的技巧

1.一般来说，一个讲稿只讲一个主题。主题多了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平常

的论说中，公众要的是从某个方面说某个道理，说明白就行，不要求严密，谨慎，

比如说“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说起来很果断很有气势，但是这句话如果说成

“宏观的掌控固然重要，但细节也不能疏忽，有时会起很关键的作用”，严密倒

是严密了，但少了那股气势。

2.细节要具体。如说“那天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他穿得少”，就不如“那天

天气太热，他只穿了个小背心”，如说害怕，说“事后发现衣服都湿透了”，则

更加逼真。这样给听众的印象是生动的，形象的，记忆深刻的。

3.不要用模糊的概念。“可能是甲可能是乙”，“好象是 2011 年”这样的

句子，模糊的概念将会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同时显得故事不真实，要避免使用抽

象化的语言，如果想陈述学习成绩，不要总是说“优秀”，“优秀”是比较笼统

的，如果说“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种效果对听众的效果清晰的，明确的。

4.讲故事的时候不要有谦虚的开场白。“我记的不太清了”、“可能讲的不

够生动……” 等等这样会使听众失去信心，觉得从你的讲话中学不到什么东西，

自己连这个自信都没有，如何让听众有这个自信。合理的做法是，直击时间，勾

起听众的注意力，人们的心理往往被后期的期待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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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句话的语调和语速是很关键的。如果第一句话较有力，那么首先会吸

引听众的注意力，下面的故事陈述就会流畅很多，所以在讲话前，要吸气稳一下

自己的心神，然后再开始，不要慌慌张张开始。讲话的开头方式可不拘一格，如:

（1）最自然的开始方式:“某年的夏天…… ”（2）倒叙的方式，“某某死了……，

原因是……” （3） 以问话开头:“有谁三门不及格还会被老师表扬过吗? 我有

过……”

6.快速进入场地，能快速进入场地就能快速抓住主题，迅速的将自己的观点

传达给对方。一个人话语罗嗦，听众烦了，大量的圈外活动使听众的心理期待一

再落空。这时你的讲话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7.修辞方法的运用。如对比的方法，富翁捐 2000 元和捡破烂的捐 2000 元，

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一个恰当的比喻，如长的像葛优，下面关于长相的话就不

必多说了。如想表达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应该使用因果倒置的技巧，因果倒置往

往可能使听众恍然醒悟，也可能是心理期待的骤然落空，这时笑声自然也就出来

了。

8.任何讲话，绝不要背稿，背稿才会忘词，也会有做作感。已经高到无招的

地步，那里还谈忘招呢。一个人在台上要调动所有听众的注意力，应该有动作的

配合。

9.让听众感到快乐。说服听众是最困难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扇从里面反锁

着的门，无论你晓之以情或动之以理，都无法替对方开门。只能引导对方自己走

出来。为了解决“说服”这一难题，1930 年卡内基组织的专家、教授、学者进

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讨论，产生了一个既符合心理学法则又能引导人们行动的说

话结构，即魔术公式。下面以高露洁广告为例说明魔术公式:

第一步，说你的实例的细节，生动说明你想传达的意念。(高露洁的广告用

两个牙齿做对比，一个敲坏了，一个没有坏)

第二步、以详细清晰的语言，说出你的重点，要听众做什么(因为用了高露

洁)

第三步、说出听众这么做的好处(没有蛀牙)。

二、班级讲故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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