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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好一堂培训课，我们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讲明白一个道理，

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们往往会使用不同的培训方法如做一个管理小游戏，看一段

视频亦或讲一个故事。在众多培训方法中，我一直认为，能恰如其分的讲好一个

故事，在培训中常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类讲故事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讲故事是人类的一种独特体验，也是人类文

明得以不断继承的独特方式。通过故事中喻示人类的希望以及克服逆境方法的故

事，人们不仅可以探寻到摆脱苦恼的方法，还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找回自我。

想起小的时候，我们喜欢听课，其实也是源于喜欢听故事，当我们开始不满足于

爸爸妈妈、老师讲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己一头扎进书的海洋，开始在书

里寻找故事，寻找答案。在读故事，找答案过程中，其实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

反思和不断进步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提高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我们今天

培训中提倡恰如其分的讲故事道理是一样的。

那如何才能把故事讲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培养你和听众之间的默契

在讲故事前，你要非常确定你希望通过故事带来何种结果，所以

故事的选择一定要谨慎，比如你希望讲完这个故事大家能明白学习的重要意义，

那你的这个故事可以选择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物的真实故事，讲述他是如何通

过学习由小人物变成职场风云人物的。在讲故事过程中，你要保持警觉，随时观

察听众的反应，并通过你活灵活现的举止让大家保持对故事的兴趣。

2、讲故事的非语言交流

前面讲到讲故事过程要有活灵活现的举止，不要把讲故事仅仅停留在“讲”

上，还要有适当的“演”。“演”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使用不同的身体语言，讲

到较平缓的地方，可以用幅度较小的手势，眼神交流，讲到比较夸张的地方，则

可能要用到身体比较大幅度的动作了，为效果制造一些“作用点”。当然，所有

的非语言交流形式都要得体，大方，切不可过于浮夸，否则会让人感觉反感，进

而质疑故事的真实意义，这就得不偿失了。



3、学会用设问与学员互动

设问也就是无疑而问,自问自答，以引导学员注意和思考问题。它的作用是

提醒注意，引导思考；突出某些内容，使故事起波澜，有变化。 设问要用得恰

倒好处，也就是要用在必要的地方，有必要的时候，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比如

在给学员讲述职场上我们要珍惜自己良好的职业背景，切不可因贪小利而断送职

业前景的道理时，我讲了一个在职场上的真实故事，采购经理 A先生的故事。A

先生因廉洁问题被公司解雇后四处求职无果，他很困惑，讲到这里我用了个设问，

A先生四次求职无果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以为世界很大，以为自己曾

经的污点会被很快冲淡，但不是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圈子更比我们想

象的要小......

4、把握好故事的结构

完整的故事结构通常有 4个，分别是：导语—故事来源、故事—叙述过程、

寓意—故事蕴含的学习要点或启示、反思—该故事可以用于什么学习情形下。这

4点是最基本的框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如增加互动，

比如大家分享下接下来故事会怎么发展，又比如说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等等。

5、把握好讲故事的逻辑

故事的逻辑通常是：事实--意义--解决方案或对策。举个小例子你就明白了：

天空布满了乌云，这是事实，也就是现状；即将要下大雨，这是意义，也就是现

状意味着什么；要带伞出门，这是解决方案或对策，也就是从该意义推导出要做

什么。讲故事不仅仅是让大家开心笑一下，也不是为了讲而讲，一定是要和课程

目的紧紧扣在一起的，要让大家通过故事有所感悟，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6、讲故事的时机

讲故事也要讲究时机，不能太过于随意，否则很难达到好效果，以下这些时

候是比较好的时机，供你参考：

（1）培训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为接下来的课程做一个好

的铺垫。

（2）培训过程中讲故事---能丰富课程的表现形式，让学员学习状态有个比



较好的持续。

（3）案例分析的时候---更有真实感和针对性，让学员“身临其境”，所学

方法回去之后就能用。

（4）解释复杂概念的时候----更容易理解复杂的概念。

（5）你的小组面对挑战的时候----用故事鼓励学员勇敢面对挑战，提前感受

胜利的快感，从而坚持完成挑战。

（6）培训结束的时候---用故事结束课程，操作简单而又意味深长。

预祝你也能讲一个好的故事，丰富你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