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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职场成长的几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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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一大批本科生、 研究生、博

士后走出校门，步入职场。 职场和校园有

很大的区别，如何尽快适应职场、更 好 地

成长？ 这里分享几点经验。
1） 要有职业目标和实施路径。 确立

职业目标可以从兴趣、“长板”以及最看重

的东西这 3 个角度出发。选择自己喜爱的

事情来做，激发自己的天赋。 同时要发挥

自己的“长板”，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最后

别忘记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摇摆不

定，可以请教职业规划师。目标确立后，就

要设计路径。首先要评估自己的能力和素

质现状， 然后进行相应的知识体系构建，
专注于核心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只要不断

提高自己的工作业绩，就证明这一职业是

适合你的。
2） 要适应环境，更要改变环境。 初入

职场，在某些方面难免有点不适应，包 括

工作环境、工作压力、人际交往，以及一些

不公平现象。 大多数毕业生都在 20—30
岁之间，正处于收入较少、支出较 大 的 阶

段。 初入职场者需要继续学习，需要谈恋

爱、结婚、买房子、生孩子，每一个都是花

钱的事情。 这个阶段最核 心 的 任 务 就 是

“安身”，因此要用自己的方式尽快适应环

境。 其次是改变环境。 其实每一个成功的

人成功的地方就是有形或 无 形 地 改 变 了

环境，一个人如果真的改变了身边的环境

甚至更大的范围，而且顺应了社会的发展

趋势，那么一定能够成功。

3） 要靠自己，做真实的自己。 坚持独

立性自尊，不依靠他人看法。 拥有独立性

自尊的人对自己的评 判 是 根 据 自 我 的 标

准。比如，很清楚自己的学习是否努力、工

作是否用心， 尽管别 人 对 此 有 很 多 的 看

法， 但最终尺度是由 自 己 的 内 心 来 衡 量

的。 这样的人在思考自己的能力大小时，
不会和他人进行很多比较，而是和过去的

自己比较：“我进步了吗？我是不是比过去

的自己更幸福？ ”在这里，别 人 进 步 的 多

少，别人幸福还是不幸，都不 会 影 响 到 他

对自己的评价。独立性自尊水平较高的人

的生活动力主要来源于寻找“我对什么感

兴趣？ 我关心什么？ 我 到 底 想 要 怎 样 生

活？”等问题的答案。在职场要不断提升自

己的能力，靠人不如靠己，靠 山 总 有 一 天

会不复存在。因此，要特别卖力和勤奋，力

争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4） 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世界， 多关注

事物积极的一面。幸福取决于我们选择什

么来关注，幸福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社会地

位或银行存款等外在事物上，而是取决于

我们对它们的认知。 在职场中，大家都会

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很多人会因为这些

而缺乏自信，缺乏动力，甚至否定自己。特

别是平时觉得自己很优秀、 工作很突出，
一旦遇到挫折， 如果 没 有 很 好 地 得 到 调

整，很容易跌入低谷。 凡事多看积极的一

面，会让你有不同的境界。在遇到困难时，
既可以选择说自己不 行 而 像 孩 子 似 地 躺

在地上撒泼耍赖， 也 可 以 选 择 像 电 视 剧

《士兵突击》 中许三多接受特种部队挑选

过程那样咬紧牙关积极面对，用自己的意

志作支撑去亲身体验 “天 将 降 大 任 于 斯

人”的煎熬与锤炼！
5） 尽职尽责，要有强烈的责任心。 只

有做出漂亮的工作业 绩 才 能 更 好 地 体 现

出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也才会有更好的职

业发展机会。有了强烈的责任心就会想法

设法去想解决问题的 方 法， 而 不 是 找 借

口。其次要敢于承担责任，无论结果如何，
这是提高业绩重要的基石。一定要经常问

自己：我会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干得怎么

样？我给企业、客户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如

果事情是正确的，你自己想去 做，想 去 改

变，想去解决问题，那就应该行动起来，将

这份责任转化成 价 值， 于 己 于 人 都 是 好

事。
6） 工作中要有想法，更要有行动。 想

到不等于得到， 想不到就一定得不到，想

到加做到等于可能得到。清晰地指出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所以要正确地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 验，从 问

题的来源入手，善于思考，发散思维，找到

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并能找出最简单、
最有效的解决措施。想到之后就是行动和

做到了。职业生涯中，要经常思考：应该做

哪些工作才能提升自己和公司的绩效？绩

效提升的关键点在哪里？最近所做的工作

是否对绩效有贡献？应该如何改进工作的

方式、方法？ 不管怎样，思考之后就行动，
不开始永远无法进步。

7） 要 形 成 发 现 别 人 优 点 的 习 惯，与

人为善。 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必定

会影响沟通和交 流。 积 累 职 场 人 脉 很 重

要，但大家往往忽视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

行为习惯容易让对方受不了，同时自己没

有觉察。美国著名推销员拉德在商战中总

结出了一条“250 定律”。 他认为每一位顾

客身后，大体有 250 个亲朋好友。 如果赢

得了一位顾客的 好 感， 就 意 味 着 赢 得 了

250 个 人 的 好 感；反 之，如 果 得 罪 了 一 位

顾客， 就意味着得罪了 250 个潜在的 顾

客。 在职场中也一样，应善待身边的同事

和朋友，看长处，多虚心学习，与 人 为 善，
珍惜缘分。

8） 要学会感恩，保持良好情绪。 感恩

之心有助于人们 用 心 体 会 生 活 中 的 美 好

经历，有助于提升自我价值、增强自信心，
有助于人们应对压力和伤痛，有助于培养

仁德，有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建

立新的往来。在职场中，学会感恩，尤其对

于那些帮助了自己成长的人。生活中有许

多人值得你去感谢：朋友、家人、故 友、老

师、领导、同事，给你机会的人和无数的其

它人。你可能更要感谢生活本身的赠与或

自然界的美景。 如果你心存感激之情，那

么你感受的不仅仅是心灵的宁静。一个怀

有感恩之心的人，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良

好情绪，而受到更多人的 欢 迎，生 活 也 将

赋予更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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