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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從台灣出發，放眼國際￨多元跨界「心」思維， 

 用「機智」X「勇敢」X「善良」擁抱幸運生涯 

�演講日期：112/10/24(二) 18:30-20:30 

�演講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演 講 者：王心怡副總經理 (微軟全球商務技術支援 亞洲區、企管 93) 

本學期第二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邀
請到企管系 93 級校友演講，本場講座由本組陳
孟莉組長擔任引言人：「心怡、各位同學大家晚
安!今日的講座很榮幸邀請到企管系 93 級王心
怡學姐，學姊現在是微軟全球商務技術支援亞
洲區副總經理，今天在百忙之中回母校與我們
共度 2 小時愉快時光。  

心怡學姊成大畢業後至美國攻讀人資碩士，
便展開多元的跨國企業奇幻之旅。懷抱「人資」
與「專案管理」的基因，跨界「財務、行銷業務、
顧問服務等營運」、「業務規劃」、「策略幕僚」、
「產能佈局」、及「技術支援服務」；穿梭遊走外
商「分公司」、「區域總部」與「全球總部」各層
級。學姊除了在職涯上表現傑出外，也享受生活
上媽媽、老婆、女兒等角色，同時兼顧生活和職
場平衡!這也是生涯中的一項課題，想要職場傑
出就一定要犧牲家庭嗎？等等請學姊替大家解
答。 

學姊另外也很斜槓，職涯經歷多采多姿，在
大學兼任講師，分享「專案管理」與「生涯思維」；
同時也是天下雜誌換日線專欄作者，撰寫「海外
職場」與「國際生涯」相關文章。 

今天來聽講的同學們除了吸收學姊的豐富
的跨國職涯經驗，也能了解如何培養進入職場
要擁有的軟實力是什麼，為自己學涯、生涯和未
來的職涯注入養分，了解自己的價值，相信 2 小
時下來必定收穫滿滿。」 

前言 
    學姊提出了美國一研究機構的PEW研究報

告，此份報告採訪了全球 17 個進步經濟體中的
一萬九千多位成員，向他們提問：「生命中最有
意義的事情是甚麼？」大部分的國家經濟體成
員的答案幾乎是「家庭」，而台灣經濟體成員有
獨樹一格的回答：「社會」。講者提出了部分受訪
者的回答：像是生活便利性高、法律對於人權及
自由的保護完善，以及醫療制度的健全等等，都
是讓受訪者覺得生活在台灣很幸福的事。 

生涯規劃──職涯是生涯的一部分，生涯規劃不
是「選工作」，而是「經營人生」。 

講者在現場調查了聽眾的年齡區間後，提
出了一個問題讓大家進行思考：「你腦海中的
『幸福生涯』畫面，是甚麼？」講者想要強調的
是：每個人心中「幸福」的定義不一樣，每個人
的生涯也都有獨特性，所以大家的生涯是沒有
辦法複製貼上的。 

    講者以「專案管理」的角度切入，說明一項
專案並不能「直線完成」，而是在一定的時間、
範疇、預算、成本等其他資源的限制條件下，達
到其定義成功標準的動態性過程。 

講者生動的介紹了自己的生涯故事，從小
時候看著工程師父親工作引發興趣，至豐富的
大學生活，並逗趣的介紹自己結婚、生子，直至
就職的過程，在這段故事中，即便曾經遇到職業
發展上的挫折，她還是能在逆境中勇敢的去做
許多不一樣的嘗試。講者表示：「自己現在的生
涯規劃，和二十年前待在成大時心裡所想的規
劃是不一樣的，以前以為自己應該要專攻行銷，
所以剛去美國時，也是研讀行銷相關學系，但讀
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自己好像不太適合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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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後來選擇轉學並研讀人力資源管理，到了俄
亥俄州立大學以後，才赫然發現最根本的問題
是自己的英文詞彙量不夠……。在生涯發展前
期，難免會因為做出嘗試而帶來挫折或錯誤，但
是我們依然還是需要去想像自己所想要的未來。
芝加哥大學曾經提出一項心理學實驗(投籃實
驗)：若人對於未來有持續預言的意念，那這種
預言會更容易在生活中實現。總之，生涯計劃偏
誤，是正常的！持續夢想、修正、執行，你還是
在屬於你的賽道上，往「你定義的終點」前進。 

書香啟發──【七個習慣】： 
機智(自我覺察) - ｢以終為始｣ + ｢要事第一｣ + 
｢知彼解己｣ 的工作規劃術： 

    對講者來說，自我覺察這個能力是在生涯
發展的初期，能為自己奠定發展基礎的重要能
力。你知道你自己是誰，你喜歡甚麼？你擅長甚
麼？你的強項是甚麼？這些都是在自我覺察中
非常重要的問題，了解自己之後，才能運用這三
個習慣，累積自己的機智。講者舉出心理學之父
Kurt Lewin 所提出的「行為方程式 (Behavior 
Equation)」這個方程式(B=f(P,E))指出：「人的行
為(Behavior)，是個人的人格特質(Personality)，
跟環境(Environment)融合而來。」再來，講者表
示，許多人常將自己的「行為」和「人格特質」
搞混，這就是「內心衝突」的開始。為了避免這
樣的情況，自己必須堅定得相信並了解自己的
樣子，在這裡我們要思考一個問題：撇開環境因
素，我們知不知道自己的人格特質是甚麼樣子？ 

    關於最近流行的 MBTI 測試(（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16 型人格測驗)，講者表示，MBTI
這個測試的信度與效度在人格測驗中是最低的，
首先是因為 MBTI 並不屬於正規的人格測試，
再者，受測試者在回答問題時，會將許多環境因
素導入到答案中，所以這些答案大多是屬於行
為的表現，而不是內在的人格特質。人的人格特
質，只有在經歷人生中的重大變化時，才會有轉
變，而不會因為環境的影響產生明顯的變化。 

1.「知己解彼」 

當我們了解自己，也了解環境時，我們才能
戰勝人生的職涯。講者提出自己的體悟：自己以
「生涯十(可能更多)取四」的方式，在許多想要
充實的事情中，選出一個自己覺得最重要、無法
撼動的核心價值，加上三個一定得達成的目標，
而在這樣的思維下生活，生活就會變得舒服，因
為在了解自己與環境的狀況下，自己可以清楚
地做出取捨。比如說：在當上了母親之後，捨棄
了睡眠、或是生活中的浪漫，但這些都是自己的
選擇，認清這些選擇，才會感到甘願，而生活才
會過得自在愉快。 

2.「以終為始」 

逐步建造並演化自己的人生優先次序。講
者請大家思考：若以每三到五年設定成一個單
位，而每個三到五年的終點目標會是甚麼？講
者以自己的規劃為例，現在最優先的部分是家
庭，也就是說，在做任何決定時，家庭為自己的
第一考量，知道自己的核心價值，才能做出不要
讓自己後悔的決定，而自己其他的目標為學習、
職涯、最後是志趣，這些側重點則拿來作為決策
的輔助。 

講者將生涯中所想要達成的目標，以重要
程度作為 X 軸，緊急程度為 Y 軸，發展出四個
象限，並請現場的同學試著將生涯目標分類，並
說出自己認為的核心重點與側重點，有同學分
享：「段考會被分在重要且緊急的象限，而理財
能力會被分類在重要且不緊急的象限中，自己
覺得最重要的核心目標是像理財規劃這種會長
久影響人生的類別。」講者將四個象限以專案管
理的角度分別定義為：「A.關注規劃與執行(重要
且不緊急)」、「B.立即救火(重要且緊急)」、「C.評
估為 B 或 D(不重要且緊急)」、「D.放下(不重要
且不緊急)」，講者提到，自己的觀念是將人生的
規劃有 50%的目標都在 A.的部分，這樣才是自
己覺得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3.「要事第一」 

拆解目標細化時間，協助自己達到目標。首
先，設立明確的目標，並規畫範疇與時間，了解
自己和目標達成還差多少距離，最後進行拆解
與執行，使用「抓大放小」的原則，亦即不追求
完美，把事情做到自己滿意即可。 

勇敢 - ｢主動積極｣ +｢統合綜效｣。跳脫舒適圈，
每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 

4.「主動積極」 

    跳脫舒適圈，為自己創造更多選擇權。講者
提到：許多人嘗試跳脫舒適圈都會有一些失去
自信或害怕挫折的情緒，但這些憂心都是正常
的，只要願意多方嘗試和挑戰，對於未知領域的
恐懼就會慢慢的減少，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講者
以自己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後被裁員的故事為
例，在經濟不景氣以及環境的逼迫下，自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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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拚命的到處尋找工作，當時年輕的自己，在被
現實連環的震撼下，嘗試了很多不一樣的職業，
但同時講者也感謝當時所遇到的困難，成就了
現在的自己。 

    勇敢正視自己──平衡自己的成長性思維
與身心靈健康。我們的「拖延症」可能不是單純
的來自於心態懶散，而是有可能是自己對於任
務過於追求完美，或者是心態過於緊繃所出現
的反抗，當我們感覺心裡的不適漸漸變得嚴重，
或是自己沒有辦法排解的話，還是要尋求專業
人士的協助。 

 5.「統合綜效」 

自我形塑，團隊合作，世界共好。在自我形
塑的階段，我們需要讓自己擁有同理心，這樣一
來，當我們需要適應新的團隊時，我們就能對他
人感同身受，去深入了解他人的專業與生活層
面，了解自己與他人現在所處的位置。而在團隊
合作中，好奇心很重要，在團隊合作中，我們可
以認識到來自各個不同想法的多元觀點，並以
謙卑和同理的心學習與包容。最後，我們會擁有
無懼心，可以清楚地看懂眼前的任務，並在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帶領團隊迎接共同的挑戰，最終
就能達成任務。 

善良 –｢雙贏思維｣ + ｢不斷更新｣分享幸福的
種子 

    在職涯發展的長跑過程中，精神力的支撐
是不可或缺的，保持善良的心，能讓職涯變成永
續發展的過程。 

6.「雙贏思維」 

    職場不是贏家全拿的博奕遊戲，創造同盟，
儲備足夠能量與人脈。這件事難以在短時間內
發現，在職涯發展初期，難免會遇到需要競爭的
狀況，但在講者的心中一直有一個思想：「我該
如何協助我的夥伴？」講者提到，自己當初剛到
微軟公司入職時，當時的風氣是非常競爭的，但
是在講者的心中，對同是新人的同事保持著善
良與熱情，不吝給予他人建議和幫助，直到某天

和一位同事私下談心，對方表示，不想再繼續這
種無止盡的競爭，於是講者與那位同事合作無
間，一起得到了升遷的機會，直到現在雙方都是
關係緊密的好友。 

7.「不斷更新」 

    找到生涯裡持續驅動自我成長的精神力！
為了在職涯中永續長跑，我們必須靠著精神力
的支撐，講者舉例：自己會選擇透過世界展望會
資助需要幫助的人們就學以及生活，對於講者
來說，這樣的行動讓自己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
產生更大的幸福感和推進力，讓自己能產生源
源不絕的力量繼續在職涯路上長跑。 

結論 
    你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你喜歡甚麼？你想
要甚麼？你擅長甚麼？了解這些問題，接著去
對自己的職涯作出取捨，再來跨出舒適圈，進行
不斷的學習與成長，自己又該如何平衡成就與
身心靈的感受？講者提出：「放手，也是一種勇
敢，不是一直握著才叫勇敢。」最後，保持善良，
才能在職涯路上走得心安理得，感到心中坦蕩，
並覺得自己來到世上是有貢獻的。 

問與答 
請問講者在跳脫舒適圈的心路歷程是怎麼樣的？
自己是如何知道自己停留在哪個圈子，又是如
何突破的？ 

講者提出自己從成大畢業到國外生活的歷
程作為回答，在成大的生活，一切都很悠閒、安
全且自在，所以這是在舒適圈裡。後來到了美國，
發覺自己沒有自信、想找藉口逃避眼前的事，在
念行銷系的過程中，有種自己語言不通、知識不
足的恐懼感，所以發覺自己在恐懼圈，但這時講
者發現自己必須要在行為上有所突破，像是找
當地路人聊天，運用自己的才能，開始進行寫作，
發現自己突破到了學習圈，最後，達到成長圈時，
講者已經設定好了自己的目標，或是設定自己
的新目標，再往外跨出去。 

後記 
演講會後同學們之回饋及問題相當多元，

心怡學姊都有記下來，可惜當天時間不夠，所
以心怡學姊以專文撰寫了文章在換日線雜誌上
與大家分享，歡迎大家點擊收看 

【如何有效瓦解生涯焦慮？─請將你的寶貴能

量 ， 用 來 挖 掘 對 的 「 資 訊 金 礦 」】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8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