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为贵知识点总结(通用7篇)
围绕工作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进行的专门性总结，总结
某一方面的成绩、经验。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一

我很喜欢加·泽文这种平铺直叙的方式，读起来明捷也非晦
涩难懂，的确这本书更能多视角的看待自己的生活。

“人不是从一出生起就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迫使他再三再四
地自我脱胎换骨。”这句话是现实使然的结果，曾经不顾一
切，因为太年轻，因为年轻，才能无所顾忌。二十岁的无忧
无虑确实是多了其他年龄阶段的洒脱，这份洒脱或许带来的
是快乐，或许是痛苦，可无论如何，这痛苦只能自己承担，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请原谅自己，原谅那过于年
轻过于无知的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尊重自己，总之，
长大也是件好事。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二

读书笔记分为摘录笔记、提纲笔记、评注笔记、心得笔记四
种。

摘录笔记就是把所读文章的好句子、好材料摘录下来的笔记。
这种笔记有的同学小学时就做过，但是坚持下来的人很少。
摘录笔记做多了，经常读一读，对于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很有帮助，在作文时可以参考、模仿，有的甚至可以直接
引用。

提纲笔记就是把所读文章的要点归纳记录下来的笔记。它对



于我们阅读分析很有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提高作文的构思能
力。

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的书，还可以在书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看
法、疑问、评论等，也可以做一些记号。这就是评注笔记。
它会加强我们对文章的理解、记忆，作文时如果要参考、模
仿渡过的文章，有没有做过评注的，效果大不一样。

心得笔记简单的就是扼要地写一写读书的心得，可以不过多
考虑格式，把心得记下来即可。上一讲我们说找文章的“眼
睛”，实际就是一种心得，你把它记录下来，不用过多地展
开议论，这就是心得笔记。

广义地讲，读后感也是心得笔记之一，但人们一般都把读后
感独立地提出来讲解和练习。我们也这样做。

读后感的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真实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读
后感，二是一种作文的体裁，考试时要接受各种条件的约束。
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163页的例文《说胆》以及下面这篇读后
感，就接近于第一种读后感。写这种读后感，主要是给自己
看的，一定要真实，有什么感想（当然感想应当有意义，值
得一写）就写什么感想，与心得笔记不同，它要展开来写，
尽量像一篇文章，尽量写得生动、实在、深刻。一般应当写
清楚读了什么，有什么感想，联想到了什么，对自己有什么
作用等。它不追求文体、格式框框，写起来也可长可短。

处处留心皆学问

——读《金冠的秘密》有感

前几天，我读了一则故事。其内容是，古希腊的一位科学家
叫阿基米徳，他在一次洗澡时发现了水的浮力原理。据此，
他解开了金冠的秘密。原理是：拿两只大小都相等的罐子，
把金冠和一个与它同样重的金块，分别放入装满水的罐子里。



水从罐子溢出时，用两个盘子接着，再把两盘水称一下。若
放金冠的罐子溢出的水多，说明金冠不是纯金的。这个故事
给我的启示是：处处留心皆学问。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存在和运行的规律。这些规
律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要认识世界，掌握规律，学到知识，
就要去留心观察。如果不留心，知识永远不会自动跑到我们
的头脑中来。有一次，我家的窗户上结了冰。爸爸问我是怎
么回事。我随口说道：“不就是热胀冷缩嘛！”爸爸告诉我
要注意观察。经过一次次的观察思考，我才发现了其中的秘
密。原来，暧空气遇到冷玻璃形成了水珠，晚上气温下降就
结了冰。

我们许多人都洗过澡，为什么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就知道
怎么解开金冠的迷呢？阿基米德并不比我们多长一个脑袋，
也不多长一只胳膊。他发现水的浮力，是因为他留心观察，
才得出结论。如果不留心，他洗一万次澡也不会知道什么是
水的浮力。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我们没有
留心观察，不也掌握了，你说的处处留心皆学问不全对。”
其实，书本上的知识也是前人留心观察的结果。就说我们学
的地球引力吧，它就是牛顿留心观察发现的。有一次，牛顿
坐在苹果树下看书，一只苹果掉在了他的头上，他想为什么
苹果不往上掉呢？他留心了这个问题，才知道了地球的引力。

没有一项发明是睡觉睡出来的。我想：一个人只要勤于观察、
勤于思考、勤于试验，不怕失败，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写读后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出所读书籍或者文章的“眼
睛”，它是你展开来写的基础、中心和出发点，这个问题我
们已经在上一讲里说过了，这里就不多讲了。其次，写读后
感，有它一定的规矩，有的书上把它归纳为“引、议、联、
结”，四个字，想公式一样。对于这些规矩我们不可以不学，
考试时只要内容有创意，套用这种公式未尝不可；但我们也
不要受其所限，写成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也可尝试在结



构上有自己的创意，有自己的个性。但不管怎样，读后感也
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概括、评价等等，离不
开“感”——自己的感想。只要把这两个字表达好了，就是
好的读后感。

关于读后感的一般写法，我们来学习《中考作文辅导》下册
的相关章节。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
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
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
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
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
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
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
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
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
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
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
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
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
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
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



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
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
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
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一是要重视“读”

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础；
“感”是“读”的延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
后“感”，不“读”则无“感”。因此，要写读后感首先要
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
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
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是要准确选择感受点

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
书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
生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的启迪。以大家熟知的“滥竽充
数”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南郭先生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
悟到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的人早晚要“露馅”，认识到掌
握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考虑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
去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者要有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不
能搞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水摸鱼的人留下空子可钻；再要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思考，就可进一步认识到齐宣王的“大
锅饭”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为南郭先生一类的人提供了饱
食终日混日子的客观条件，从而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打
破“铁饭碗”，废除大锅饭的必要性。

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



来写。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
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
中心。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三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是他是五年来摇着轮
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果，文章中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
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着作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是
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从此他再也没有站
起来，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对一个年轻
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在经过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
他最终拒绝了死亡。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坚定把
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土，而母亲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了第一把
种子。

文中，作者朴实的一句话应当成为名言：儿子的一切苦难，
在母亲那儿都是要加倍的。难道，我们的母亲天生就是来为
我们承担苦难的?难道，你真忍心自己的母亲成为这世上最痛
苦的母亲?难道，你真的愿意让你的母亲在夜深人静时肚子哭
泣?母亲深深地爱着我们，她们为了自己的儿女默默地奉献着，
而我们又该为自己的母亲做些什么呢?史铁生他没有放弃自己
的生命，顽强地艰难地一步步走了过来，因此，文坛上多了
一名新秀。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候，他想与母亲分
享快乐，但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了。母亲没有留下过什
么隽永的誓言，或是恪守的教诲，她只想让儿子活下去，简
单快乐地活下去，此时此刻，作者也感受到了母亲坚忍的一
直和毫不张扬的爱。

《我与地坛》给予了我们警示—要勇敢面对挫折，珍惜亲情，
正确对待人生，不要轻言放弃，要懂得理解，坚强等等，有
很好的引导作用。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四

读书笔记指读书时为了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或为了把
文中的精彩部分整理而做的笔记。

读书笔记种类很多，一般分为四大类：

(1)摘要式：即将书中或文章中一些重要观点、精彩警辟语句，
有用数据和材料摘抄下来，目的是积累各种资料，为科研、
教学、学习和工作作好准备。可按原书或原文系统摘录;也可
摘录重要论点和段落;还可摘录重要数字。

(2)评注式： 评注式笔记不单摘录，还要写出自己对这些要
点的看法和评价。常用方法有书头批注。即在书中重要地方
用笔打上符号或在空白处加批注、折页作记号;也可用提纲方
法把书和文章论点或主要论据扼要记叙下来;还可用摘要式综
合全文要点、记下主要内容;读完全书或全文对得失加以评论
也是一种方法。

(3)心得式： 即读后感。是读书或读文章后写出的自己的认
识、感想、体会和启发。常用方法有：札记，也叫札记，是
摘记要点与心得结合的产物;心得，也叫读后感。将读书体会、
感想、收获写出来;综合观点、见解，提出自己看法并记录下
来，也是很好的读书方法。

(4)记载式： 1)笔记本。 成册笔记本可用来抄原文、写提纲、
记心得、写综述。长处是便于保存，缺点是不便分类，但可
按类单独成册。 2)活页本。 可用来记各种各样笔记。便于
分类，节约纸张和日后查阅。 3)卡片。 好处便于分类，可
按目排列，便于灵活调动又节省纸张，但篇幅小，内容不宜
长。 4)剪报。 把报纸和有用资料剪下来，长文章可贴在笔
记本或活页本上，短小材料可贴在卡片上。剪报材料可加评
注，也可分类张贴，要注明出处，以便使用。 5)全文复樱



重要读书材料，为保持完整性，可全文复印编目分类留用。

实例四《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题目。
听了以后，不免会产生很多遐想。这是一位盲人吗?她叫什么
名字?给她三天光明，她会去做什么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会浮
于脑海。我无法回答你们，因为我还没有看完这本书。 但是，
在书中我看过的每一篇文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 小时候的海伦(就是作者)是一个
聪明又活泼的女孩，6个月就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话语，刚满周
岁就会走路了。总之，她比一般的孩子要乖的多，也好学的
多。然而好景不长，幸福的时光总是结束得太早，在一个充
满知更鸟和百灵鸟的悦耳歌声，而且繁花盛开的春天，在一
场高烧之后，海伦失去了听力与视力，随之而然的又不能说
话了。这三样东西，是人生中必要且不能缺少的。如果失去
了这三样，对一个常人来说，等于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如果
你是海伦，给你三天时间，你会去干什么呢?。如果我是她，
一定活不下去了。再大的动力与再大的鼓力，也照不亮我心
中那颗又阴又暗，又冷又湿的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
活着，生不如死，还是早一点儿结束算了。 然而，海伦的做
法与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她一生度过了88个春秋，却熬过
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而且，正是这位又盲、
又聋、又哑的女子，竟然毕业与美国哈佛大学，这是一个多
么惊人的成就埃但是，毕竟，这惊人的成就是离不开她自身
的努力的。与她相比之下，天壤之别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
海伦可以创造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迹，全靠她有着一颗不
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新。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生命的挑战，
用自己那颗炽热的心，用自己那伟大的爱，去拥抱美好、充
满生机的世界，以惊人的毅力与困难作战，终于，她战胜了
生命的挑战，张开了心灵的眼睛，有了信心与希望，走出了
寂静与黑暗。最后，她又把那双慈爱的手——伸向了全世界!
海伦从又瞎又聋的女孩成了举世文明的作家，经历多少坎坷
啊，可她从没有退缩，而是勇往直前，毫不畏惧地面对困难，
去战胜它，跨过它。一个又瞎又聋的人能做到，更何况我们
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人，没有理由做不到啊!一些同学很自卑，



说自己笨，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天才，也没有笨蛋。天才
和笨蛋是取决于这个人有没有决心学习，有没有毅力坚持下
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的路途坎坷、崎岖，就看你有没
有信心和毅力去把它踩在脚下，一步一步登上成功之路。 我
们每一个人时刻都在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画卷，只有奋斗，只
有自强不息，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鲜亮光耀的色彩，我们的
生活画卷才会闪光。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五

《骆驼祥子》主要讲的是一个有着强壮的体魄，老实本分、
有着理想的年轻人——祥子，为了能够拥有自己的一辆人力
车，遭受了被抢、被炸甚至于逼婚，不管自己怎么隐忍怎么
奋斗，最后妻子死了，爱的`人也去了，车也没了。他自甘堕
落成为了人z，变成了旧社会芸芸众生的一名。《骆驼祥子》
一悲剧结尾，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当时人们劳苦大众生
活的艰辛和无奈，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让人扼腕长叹，让
人悲愤难忍，让人怜惜同情。

读完《骆驼祥子》之后，让我感觉在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那
么的悲哀，都成为了社会的牺牲品。不管是原本老实勤奋的
祥子，还是焦躁蛮横的虎妞，还是温柔可怜的小福子。他们
都有着悲惨的命运，不管是开始是多么的努力生活最后都成
为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不是死掉了就是堕落了。

很多人都讨厌虎妞，但是我认为虎妞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
对于老实的祥子进行逼婚也正好是老舍着力要描写的人物，
真因为祥子那种老实而有执拗的性格决定了虎妞对他的威逼
利诱，正因为祥子是当时最底层人们的普遍性格，才导致了
最后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压迫才造就了祥子这
种软弱被欺的性格。看完了《骆驼祥子》，让我感觉能够生
活在现在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能给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不受任何的压迫，甚至还会受到社会的帮助。所以在这个美



好时代，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梦想
拼搏！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六

以阿q的精神境界，他是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的。阿q是个充满
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小百姓。以前且不
说，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
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
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阿q
太可悲、太可怜了。可悲又可怜的阿q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深刻
的思想，对看客产生了入木三分的认识呢?阿q不也曾是一个
看客吗?不要说阿q，即使是能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一定认识的
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能认识到看客内心的丑陋与
阴暗呢?这段描写显然不符合阿q思想的真实，是作者鲁迅写
到这里再也忍无可忍，于是将笔锋一转，借阿q的联想对看客
极尽揭露与鞭挞，是作者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了阿q的思想，这
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在艺术上是失败的。二、即便阿q有
这样深刻的思想，即便这种联想的内容对于阿q来说是合理的，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走向刑场就要被枪决的人，也决不
会再在内心对看客表现出那样的痛彻骨髓的憎恨。他可能会
痛恨冤枉自己的所谓革命党;可能依然记恨假洋鬼子不准自己
革命以至于落到今天的结局;可能怕让王胡小d辈知道了笑话;
也可能自欺欺人地想，未庄谁敢犯杀头的罪，我阿q就敢了，
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走向死地;当然更可能什么都不想，而只是
死前的恐惧。总之，无论如何，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他是
不会单单联想到看客怎么样的。作者这样描写在艺术上也是
失真的。

也许这一切作者都知道，但写到这里，作者对看客的憎恶已
经难以用理性来控制，也别讲阿q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也



别讲在此刻有没有可能去作如此联想，反正即使犯忌，即使
做出艺术的牺牲，也要把自己锋利的匕首投枪掷向看客了。
也许在这里作者已没法解决思想和艺术的冲突，只好舍艺术
而求思想了。尽管《阿q正传》存在这样的艺术缺憾，但我们
还是能够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的。再说，毕竟瑕不掩瑜，即
便如此，《阿q正传》仍不失为我国现代文学上最优秀的小说
之一。

看了鲁迅先生所写的《阿q正传》，发现他笔下所写的阿q是
旧社会所产生的堕落的中国人典型，鲁迅先生为何会写这篇
文章，我想他只是为了想要宣泄对人性弱点的看法吧!所以鲁
迅先生用讽刺意味的手法写出国人病态的社会和人性的善良
与丑恶。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感受最深的应该就是阿q那被践
踏的人权以及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的“精神胜利法”了，这
实在是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所以我想就以这个方面来讨
论。“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遭受到种种挫折后所发明出来的
东西，说好听一点是精神胜利法，其实根本就是驼鸟的心态，
遇到困难只往地下钻，不会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只能够转身
就跑。

如果现今社会中有人想靠着精神胜利法来存活下去，我想这
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吧!因为不可能有老板会想要用这样
的员工，不要说在工作了、如果再读书时就有这种心态，我
想有这种心态的人未来应该是非常的惨吧，就连在同学中也
有可能站不住脚。而在文章中阿q为了减轻外力给来的欺压和
凌-辱，阿q只能自我麻痹和自欺欺人来逃避现实，就因为这
样使得阿q以自负来安慰自己，于是愈陷愈深，也就使得阿q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了。也许精神胜利法是给缺乏自信心的`弱
者的人的人生哲学，自己明明处于劣势，但是却又因为外在
种种的失落，于是只有用精神胜利法来取得心灵上的安慰，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法罢了，它并不会使自己变
得更好更强，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表现方法
吧。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体会最深和思考的一些地方，对于鲁迅先
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的一文不值，但是鲁迅先生想要
告诉我们的应该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也不要对人太过自私，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民为贵知识点总结篇七

者首先提出了未来新经济的模型 - 看不见的大陆

1、延续旧世界的“实体经济”空间

2、现金流、信息流可以穿越国境自由流通的“无国界经济”
空间

3、由包含互联网在内的各种通讯技术所产生的“数字经济”
空间

4、以自有资金的百倍、千倍的倍数资金流动的“倍数经济”
空间

在新的世界上拓展事业，必须将旧有的思考路径切换到新的
思考路径。

企业人需要的是“逻辑思考”，由思考力的差距所造成的经
济能力差距，也是呈倍数的。

新时代是个“思考力差距化”的时代

第一章传授可以解决问题的正确逻辑思考方法。

第二章教大家让当事者接受解决之策的方法 - “能够打动人
心的逻辑构成法”



第三、四两章是在说明弄清新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后，为无
解问题找出正确导向的思考方法

比别人多花两倍时间思考的人，就可以拥有10倍于别人的收
入。比别人多花三倍时间思考的人，就能比别人多赚100倍的
利润。以此类推，比别人多花10倍时间思考的人，当然就有
可能成为一家市值总额1万亿的企业创办者。这就是新世界的
法则了。

第一章 转换思路

要解决已经产生的问题，必须要分析问题出在哪，然后弄清
楚其中的原因，再对证下药。

进行逻辑思考，就可以导出这个答案，但是大多数的企业经
营者都不具备这样的思考路径。

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之前，需要认清现象和原因的不同

证实假设到导出结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楚“发生
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大多数经营者和企业经理人只看
到问题的现象，却看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最糟糕的是试图
改善所有的现象。

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不断重复假设、验证、试验。

碰到任何情况，我都习惯随手记下来，进入麦肯锡之后，我
就将自己所学的“know-how” 记载大学的笔记本上，而《企
业参谋》就是以笔记本的备忘事项为材料编辑成书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为印证假设不辞辛劳的行动力，也可
以说是为了获得绝对正确的答案，彻底动脑的深层思考力。



比别人加倍努力，其中一项就是思维能力的训练。在上班地
铁的28分钟给自己一个题目，然后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一个既可以训练思考，又对工作非常有实际效用的`题
目：“如果你的职位比现在高两级，你会怎么做?”

麦肯锡公司曾出过一个题目让员工做深层思考“如果你只有
一分钟时间面对社长，你会做什么?”

大前的回答是“如果是我，我不但会提出建议方案，连细微
零碎的计划，如执行企划书、预算数、负责人等等，也会一
并提案。当我的建议被实行之后，每个月我一定会前往该公
司，追查改革的进展,如果没有进展，我会再和相关人员讨论，
不论是一年、二年，我都会尽责追查到底。”

提案的构成顺序：

需要把10小时的内容归纳整理在45分钟内简报完成，训练的
两个有效方法：

1、不要看稿，5分钟之内把内容说一遍

2、在中途抽掉一张稿子，让人继续说下去

“金字塔结构”的根基，就是对一个重大的议题，能够做到
不重叠、不遗漏的分类，而且能够借此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
并解决问题。

这种构成法会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下往上堆积的正金字
塔，一种是将最重要的结论放在最上面，各种证据放在底部
的倒金字塔。金字塔形的构成方法可以确保我们整体理论的
一致性。

几乎所有的业务员都不想接受和工作有直接关系的训练，但



是事实上，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和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
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第三章： 洞悉本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