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成長 

 

    首先自我檢討一下，在離開學校以後是不是自己就停止學習了？這樣當然

不行！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尤其不能，我們都必需隨時保持自我更新才會跟

得上時代。在職場上也是如此，不管是主管自己還是員工，要如何提升保持成

長呢，以下提出三個工具以供參考： 

 

一、開課 

   

最好是在內部訓練課程時安排擔任講師。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坐

在台下聽和自己上台講完全是兩回事。因為必需上台講給別人聽，所

以第一步必需先將課程內容、經驗和心得……等預先思考，作系統的

整理，然後編寫成教材，製作授課大綱，在真正上台前還要私下不斷

練習，以免在台上出包，丟人現眼！還有，既然是在課程中擔任老

師，學員在上課途中如有任何問題，當然老師也必需拿出真本事來回

答，這樣也可避免所謂老師傅留一手的問題。如果沒有開課的機會，

那麼安排負責指導後進也會有類似的效果，只是強度低一些。在這樣

的過程中，不論是講的還是聽的，都會得到成長！ 

   

二、輪調 

 

  有不少公司會以定期輪調的方式來訓練員工，一方面可以增加員

工工作方面的技能，也能親身體驗不同崗位上的盲點和困難，這對於

個人的成長都有很大的幫助。不論任何人如果在同一個崗位工作太

久，固然愈來愈熟練，但也容易形成固化的本位思維，忽略了與其他

單位的配合和總體的目標，無形中變成了一個個的小圈圈。尤其是第

一線的工作人員和後場或辦公室的幕僚人員之間、不同單位的各級主

管之間、主管和第一線人員之間，不能長期論調的話，短期或臨時性

的支援也是一個辦法。 

 

  在國外有一家醫院的高階醫務主管，因為罷工風波及爆發流行

病，他被迫支援到病房值班照顧病人一個星期，直接面對醫病關係和

醫術束手無策和生離死別的場面，這次的經驗讓他學到很多。現在這

家醫院規定：所有的行政主管每年都要安排一個星期到病房與值班人

員一起照顧病人！ 

 

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把大量的城市知識份子下放到農村勞改，



這段期間固然造成社會很大的損失，但是這段經歷也造就了現在領導

階層額外的磨練，許多政策才能真正接地氣。在台灣，最大的便利商

店 7-11 也規定所有的行政主管要在每年的 7 月 11 日安排到門市去工

作一天，以免脫節。 

 

三、取經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派到其他公司或自己公司其他部門去「參觀

見習」，這就是到外面去取經。到外面去看看常常能使人大開眼界，原

以為是不可能的，沒想到別人做得這麼好！所謂的「外面」可以是關

係企業的同類或完全不同業種的公司，如能交換到企業外部或客戶公

司甚至於國外，因為與原公司文化有較大的差異，眼界會開得更大效

果就會更好。 

 

  異業學習有時也會帶來異想不到的效果。有一家公司派他的業務

到客戶公司的採購部門交換工作一段時間，他在客戶公司工作的期

間，才深深理解了他們真正的需求，在乎的是什麼、有什麼限制和困

難……等等，回來以後，工作態度自然完全不同，當然也穩穩抓住了

這個客戶，成為他們的最佳伙伴！ 

 

  只有當我們致力於自我成長，不時的加入新的變化、刺激和挑戰，才能讓

老舊的工作煥然一新。從不同角度來看自己的工作和任務，可以幫助我們展開

新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