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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演讲，作为一种社会

实践活动，从古至今，绵延不衰，其重要的原因是它有着强烈而广泛的社会作用，有着不可

估量的社会价值。更能提高其与人交往和沟通的能力，有助于其正确处理与家人、朋友、同

事等各种人际关系。故掌握演讲技巧，是人类身为社会人的必修课。借助于演讲，不仅能保

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对于演讲者自身而言，是人类交际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人生技能。 

在经历了漫长的医学生涯后，各位医学工作者都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成为

了优秀的人才，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成为了佼佼者，然而在这段医学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因

为医科大学的教学方式和模式的不同，在文学方面我们开始有些脱轨。在大学很多其他专业

的学生都会不同程度的学习与人交流的技巧即人际关系和心理学方面的课程，比如：商学院

的学生人际交往和心理学是一门必修课，师范类学校的学生，每堂课都会学习如何教学，如

何与人交流。而我们大部分医学人才在结束医学学习生涯走道职业岗位时都发现自己欠缺这

项最基本的技能。演讲作为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在我们医学岗位上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技

能。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三因素的改变、疾病谱的改变和医患关系

的紧张，医护人员跟患者交流变得尤为重要。作为医护人员及基层医疗机构，从改变不健康

行为、精准健康管理、全科医疗服务到与患者沟通，跟患者深入交流，讲述疾病情况等等，

都将成为医务人员必备的基本技能和我们重要的工作。从最基本的说起，小到上门诊，大到

学术讲座，科普类讲座都需要演讲这门技能。因此，演讲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必修课程。 

那么如何做好一次完美的演讲，让自己受益的同时让听者硕果累累呢？这就需要我们结

合“视，听，说，触”四个感官功能。只有同时结合这四个方面，才能让自己的演讲更有感

染力和说服力，就能获得完美的演讲效果。如何做好“视，听，说，触”就需要运用到我们

下面要讲述的：演讲技巧三三六： 

 

一、坚持三个“一”的宗旨 

1．一讲就明 

演讲者对自己所要讲述的内容能清楚明白且无误地表达出来。演讲者首先要做到清楚流

畅的表达，精准到位的表述，达到清晰明了的效果。 

2．一听就懂 

对于演讲者所演讲的内容，听众能清楚正确的接收，听众能否一听就懂，绝大部分都取

决于演讲者的表述，这就要求演讲者站到听众的立场，充分考虑听众的理解能力去组织和表

达既定的演讲内容。就是说“用听众的习惯去告诉听众需要听的东西”。 

3．一做就灵 

对于演讲内容，听众一旦行动就可以收到预想的效果。演讲者除了说明现象外，还要提

供具体做法和相应的技能。而且所介绍的技能与方法应是行之有效的。 

坚持以上三个“一”宗旨，演讲就有了一个总的方向，不仅能够使听众简单明了的理解

你所讲述的内容同时也能够让你自己在讲述的过程中逻辑清晰，能够让自己的演讲技巧更上

一层楼。但要做到演讲的成功，还需要关注三个“关注”转移。 

 

二、做到三个“关注”转移 

1．从“关注”你讲了什么到关注对方想听什么转移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在办公室里医生跟患者不间断的用



学术性的语言解释整个疾病基本发展情况以及治疗方式等，然而当医生说到最后了患者仍然

一片茫然，不知道讲了什么。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医护人员常犯的错误，即在我们与患者交流

或进行演讲时，我们的关注点在于我要讲什么，是一种主观的讲述，而很容易忽视我们的听

众想要听什么。 

对于演讲内容的选择，演讲者往往从自身的专业知识及专业角度出发，决定演讲内容，

以至于忽略了听众的需求，而这往往会导致演讲现场成为演讲者一个人参与的现场。 

因此在演讲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听众想要听什么，你的讲座能够让听众有什么样的收获，

而不是单纯的关注我需要讲什么。 

要创造良好地演讲现场与氛围，收到预想的演讲效果，演讲者要从对方的需求出发，站

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认真思考对方想了解什么？对方通过这次演讲想得到什么？什么样

的内容，什么样的安排及表述才能激起对方的兴趣等等？即在演讲的准备中需把关注点从你

讲了什么向对方想听到什么转移，换言之就是从你想讲什么向对方想听什么转移。 

在我们改变了从讲什么到“听到什么的”过程之后，我们为了能够让听众有收获，真正

吸收掌握我们所讲述的知识，就需要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对方听到了什么再转移到对方听懂了

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讲述的第二个“关注”转移。 

2．从“关注”对方听到了什么到关注对方听懂了什么转移 

演讲中，演讲者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演讲内容表述出来即可，还要密切关注，演讲内容的

接收者——听众，是否听懂了你所讲的内容。为了让对方能听懂演讲内容，除了必不可少的

解释外，还要考虑演讲内容的表现形式。解释，运用的仅仅是文字语言，有时遇到较为难以

理解的问题，光靠文字可能没办法解释清楚，这时若辅以恰当的身体语言等，可以助于问题

的解决。如：在防治颈椎病的演讲中，介绍颈椎操时，在做文字解释的时候可以同时亲自示

范，头部如何转动，颈部如何拉伸等，都能直观地看到，易于对方的理解与掌握。 

对方都不知道听到的是什么，何谈做？演讲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大家的行为形成率，可

是一次听不懂的演讲连知识知晓都达不到，更不用说行为形成了。 

把关注点从对方听到了什么向对方听懂了什么转移，可以让知识更好的被对方知晓，利

于演讲的进行。 

3．从“关注”对方听懂了什么到关注回去之后能做到什么转移 

行为形成是演讲的最终目的，所以演讲者要重视演讲过后，听众回去之后能就今天的演

讲内容做到什么。 

我们在给患者或老百姓进行科普类讲座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不良

作息习惯以及通过科普类讲座的方式让他们掌握健康生活的多种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们在演

讲时还需要把我们的关注点从听懂了什么转移到回去之后能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要讲述的第

三个“关注”转移。 

举例来说，在关于一次糖尿病健康教育科普讲座中，很多老百姓关注的其实不是“糖尿

病是什么”而是“我要怎么做才能预防或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这就说明了，在演讲中听众

所关心的实际上是他回去后能够做什么，要怎么做？而作为演讲者的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如

何才能把你所讲述的内容灵活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也就避免不了我们提供一些实际的操作

方法及科学依据的经验。 

要增加听众的行为形成率，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强调不作为的危险性来增

加对方有所作为的信念；二是通过提供具体的作为方法来提高对方有所作为的可能性。 

如一次关于登革热的演讲，告知家庭预防中要做到清理花盆积水，要促使听众回家后由

此行为，一要强调如果不及时清理花盆中的积水，容易孳生花斑蚊，而花斑蚊可以传递登革

热，登革热不仅会造成身体的痛苦，对于抵抗力弱且有其他疾病者而言，登革热甚至可以造

成死亡；二要告知对方花盆的积水要 3 天清理一次等具体操作方法。 



以上所述的三个关注转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演讲者需层

层考虑，逐渐深入，最后融会贯通。 

在演讲过程中要坚持三个一的宗旨，做到三个关注转移，就必须要具备以下六个“表达”

的能力。 

 

三、熟悉或掌握六个“表达” 

1．用最精彩的演讲表达最精准的思维 

精准的思维，要求演讲者做到三个方面的精准。一是对演讲内容的核心信息、知识点成

竹在胸、在演讲中借助于何种工具或方法进行表述清晰明确、对于演讲过程中，对方会对哪

个知识点难于理解，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前预知；二是对采用何种演讲方式（包括语言、

身体语言和情感）有精确的认识；三是演讲的辅助工具——ppt 的制作要精准，表达要清晰

明了，平面布局与设计要体现艺术性。做到以上三点，演讲者对于整个演讲过程会有更好的

拿捏与把握，再做到精彩的表述，成就一次精彩的演讲就能更上一层楼了。 

2．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最科学的数据 

最科学的数据指的是演讲内容的科学性，最通俗的语言是指演讲者的口头表达。演讲者

要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习惯的表达及熟悉的语言去告知对方所要讲的内容。如有关平衡膳

食中盐的限制为每天不超过 6g，6g 是一个科学数据，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触 g 这

个单位，很难把握 6g 的量有多少，告知对方 6g 盐就是一啤酒瓶盖那么多，啤酒瓶盖是老百

姓生活中的寻常物，自然就很容易做到每天摄入不超过 6g 盐。 

又如讲吸烟的危害时，会提到被动吸烟。被动吸烟于老百姓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演

讲者应用老百姓能理解、熟悉的语言做相应解释，可以告诉老百姓被动吸烟，又称吸二手烟，

即比如你在家和妻子、孩子一起在客厅看电视，这时你抽烟，你的妻子跟孩子就会变成被动

吸烟。用老百姓习惯的语言去描述科学的数据，不仅可以解释得更为透彻，还易于为对方所

认同、接收。 

3．用最感性的演技表达最高深的道理 

最高深的道理是演讲内容对于听众是难以理解的，是理性的，在表述这些难懂的知识点

时，演讲者不单单只是用文字去表述，还应该借助于感官的力量，充分动用视觉、听觉、触

觉的力量，还需借助于肢体语言的应用。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借助于肢体语言以及相应的感官

功能可进行一定程度的有效交流，故在演讲过程中，肢体语言和感官力量的恰当运用可以帮

助演讲者传递信息，助于高深道理理解的简单化及通俗化。就是说如何用感性的表演去讲述

理性的道理。 

4．用最亲身的经历表达最有效的方法 

邓小平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想要对方信服你所说的，最好的方法是以

亲身经历说服之。亲身经历最具说服力，在演讲过程中，演讲者用亲身经历去阐述相应知识

点，一可以增加可信度，二是自身经历为自己所熟悉，演讲起来更为朗朗上口。另一种可增

加说服力的方法是引用大样本数据，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用数据说话，以最科学的方式证

明方法的有效性。 

5．用最简单的互动表达最深切的共鸣 

演讲是演讲者与听众双方为了解答同一个问题，共同完成同一个目标的过程。演讲过程

中，演讲者解释问题，听众理解问题，从而达到知识认同上的同步，引起共鸣。通常可通过

设置提问来了解双方之间是否同步。如低年级的老师经常会问：“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

听懂了就点点头，没听懂就摇摇头。”老师通过提问以及简单的互动，通过观察学生点头或

摇头的动作，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他（她）与学生之间是否达到了知识的同步。同理，演

讲过程中也可设置问题，与听众互动，观察对方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是否达到了你所预期的



程度，可以明白何处该做更多的解释，适时调整演讲策略。演讲过程中所提的问题要利于演

讲的进行，为演讲而服务。通过提问，可以得到对方的反馈，明白自身的不足，实现演讲者

与听众之间的共同进步。 

6．用最艺术的 PPT表达最需要的信息 

PPT 是演讲者的辅助工具，但不是给演讲者自己看的，是呈现给观众的，是记录演讲核

心内容、重难点的载体，是助于观众理解演讲内容的工具。所谓最艺术的 PPT 是指 PPT 制作

的艺术，其布局、色彩、大小等均要符合观众的审美要求。对于女观众，要体现色彩；对于

男观众，需体现逻辑。怎样的平面设计能更吸引听众的视线，是演讲者要考虑的。将演讲内

容的核心信息、知识点记录于 ppt 上，对于难懂的问题，在 ppt 上予以标注，做到突出重点，

使听众可以一目了然。 

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说：“一个人的成功 85%是靠他的人际沟通和演说能力，

只有 15%跟他的专业技能相关”。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人身为社

会人，学会如何与人沟通交流，对于社会关系的处理有着重要意义。而演讲技巧的把握，可

以提高人类的语言交流能力，是人类更好的立足于社会的一把利刃，为你披荆斩棘，使你的

人生道路更为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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