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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与领导力发展》课程综述报告 
 
一。上课的感受——对课堂上的气氛和感受 
 

首先，我第一次对这门课的感觉非常好。不像其他的课程一样单方授课，而是比较注重讲

师跟我们的互动环节，并且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前辈。我本身不是非常敢于提问的人。其实有非

常多的问题想问，但刚开始犹豫了很久，想着我的问题会不会是特别单纯或者极小的问题，会

不会被别人取笑什么的。但听课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我的问题越变得具体，而且敢于提问

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课堂上比较活跃，自由的气氛所引起的。我一直以来非常羡慕国外的

那种授课方式。听说美国的授课方式的核心不在于教授单方面把他们所学会的知识交给学生，
而在于教授只起着引导和鼓励大家提问和发表意见的作用，当然也在帮助和提醒大家不要错开

课堂的主题。在这过程当中，同学们善于思考，自己自觉地解决问题等。这样给同学们一种激

励的同时，完全把课堂的内容便成了自己的。这门课虽然跟这些方式不是完全相符，但对我来

说也是一种新的授课方式，新的挑战。我是学经济专业的，经济学院在低年级的时候本身毕竟

会比较注重原理和分析工具，而这些不够满足我对我所向往的那种授课方式。所以我非常欣赏

这样的授课方式。 
 

其次，对我感觉及其特别的是，讲课的人都是我们的前辈，也就是北大毕业后已经融入到

社会里的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亲自做PPT的。他们

毕竟也有像我们一样在北大度过的时间，也有在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而苦闷，深思的时候。我

觉得这些人会最理解我们了。当年大家也是同样怀着远大的梦想进入了燕园的。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门课给我们一定的亲切感。而且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对我们非常开放，也尊重我们的意

见，我们提的一小问题等。 
 
再次，我觉得上课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单单是在讲针对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问题

（其实有一点靠计算机专业和IT产业方面的发展前途），而是教给我们怎样去接近我们的人生

规划问题。我刚开始听课的时候因为有些老师提到的是非常具体的计算机方面的问题。所以单

纯地想，跟我不会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了。但其实，我也可以这么想。老师毕竟是计算机专业毕

业的，他的职业规划的方向应该是结合他自己的专业的。而我呢，我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的，
但我也可以学学老师当年是怎么去了解和接触专业方面的东西的。其实老师是在告诉我们整体

的态度和方法的。这样想了之后便安心多了。之后我也没有要把老师讲的东西一个不缺，完完

整整的去接受，而是一直结合着我的实际情况去听的课。当然，毕业之后每一个人的发展方向

不一样。有人可能继续读研究生，要不在国内，要不在国外。或许有人是会直接凭着自己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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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寻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教给我们的是，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情况，都要注意的问题。
比如说，记得当时老师讲到管理的重要性（无论是人、时、地、物、钱、技术等）；又讲到创

新的重要性；全球化的趋势和我们必须拥有的素质；领导力的组成因素等基本素质问题。 
 

二。上课的感受——对课堂上所讲的内容的心得和启发 
 

刚开始还不知道是计算机专业的前辈们开设的课程，而且有几次主题都集中在比较具体的

计算机方面的产业上面，有点难懂。但到后来还觉得正好不是直接联系到我专业的，所以更没

有机会像这样比较详细地去接触，也觉得是很好的机会。正如在上面所说的一样，其实老师们

所讲的内容并不是特别针对与某个专业，而是集中在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而随着这种趋势

需要的人才，那么我们要养成什么样的习惯，要求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价值等。刚开始引论的

部分虽然比较抽象，看起来集中在某一个产业上面，但这些越到后面发现把每一个人可能面临

的问题具体化了。这样，让所有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也思考了很多问题。这些也给我了一些

启发。 
但有点遗憾的是，课程结束后我还是在犹豫着很多具体的问题。当然，上这门课的意义在

于吸取前辈们的经验，学会一些基本的素质，我也知道并不是一下子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
并且我是作为一名韩国人在北大。其实，我也并没有想把自己与中国同学区分开来，但我觉得

在各个方面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比较特殊的，可能跟中国同学想

的问题不太一样。我们有的人是打算毕业之后回国找工作，有的人还继续留在中国作事业，有

的人还想到别的国家继续念书等。在学校的生活也是有所差别。还记得，第一节课课堂上有一

个泰国留学生提过这么一个问题。当时老师强调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学校外面，建立人际

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在学校建立一种比较真实的人际关系感到比较难。像我们的

话，不能跟中国同学一起住，晚上的一种交流也比较少。但这种有时候不但是对个人的，而是

对全体留学生的。上个学期有一次金融系的活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们留学生叫上。在这边

我们的群体本身是比较小的，所以可能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多。最重要的是，这样表面上的关系

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当时老师给我们的回答是，多参加社团等跟中国同学一起办得到的活

动，或者努力进入中国同学人群。除此之外，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对自己要从事的职业以及各种

相关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我还是感到比较困惑。其实我也知道这是靠每一个人的实力去探索

的。但已经经历过那个过程的人，我想应该非常清楚了。我想这些也是我课下认真思考解决的

问题。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王会民先生在课堂上所涉及到的“何为理性”：第一，有明确

的利己的目标；第二，为达到自己的目标所采取的行为；第三，与自己一贯的行为模式相符，
不反复，不后悔。据我们所知，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在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是理性的。虽然在

经济学当中听说很多遍“理性”这一个词，但直到那时候我还是对此的定义不是这么清楚地了解

的。我们通常以我们愿不愿意无关地做出令人后悔的事情，而且习惯性的重复非常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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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重复的劳动之中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当时我就想，我现在这么拼命地读书，学东西都

是为了以后干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我肯定会选择我最喜欢的，不会那么容易感到反感的职业。
但说实话，到现在我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说我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然，我也不会完全

按照我的专业走，而把学经济的时候学会的东西用上的同时，尝试新的方向。比如，我小的时

候非常想当播音员的。但到后来才明白，想要当播音员先要进入好大学，之后才能走我喜欢的

路。但当我在韩国拼命读书时，爸爸突然派到中国来工作，我们家全部都搬到中国来了。将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是谁都预知不了的。就这样，我在中国生活的同时，得到了中文这么一个语言

上的特长。现在的我比起以前，能看的东西变广了，以前不能理解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不

需要中间的翻译过程，而直接可以理解了。之后就有了想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的欲望，留下来准

备北大的入学考试的。但问题是，我的想法变成熟之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把我的中文和其他

的特长用上。这样，少时的梦想离去，新的又是比较实际的梦想装满了20岁少女的脑袋。其

实当我在听课的时候，我非常困惑，不知道这种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还是没人能告诉

我答案是什么，也许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事情。这就是我听课的时候想的东西，也是老师启发

我的结果。现在想来，没有头，也没有尾巴。但我想，经常思考这些现实问题毕竟是对自己有

好处的。 
 

三。对课程的建议 
 
我认为，考虑到每一个人是来自于不同的专业的，也是为了保持每一个人对这门课的兴

趣，少提点非常专业的用语和知识比较好。这样对其他专业课的人也是比较容易接受。我也知

道这也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社会人士而决定的。不过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前一周能知

道这一周的主题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时间可以提前查一查，为了上课准备一下。除了这一

点，我个人觉得这一门课设置得非常好。总体感觉非常和蔼可亲，结合着比较实际的内容——
现实当中的趋势和动态以及分析工具——这样也是使我们比较好理解的一种方法。还有我非常

感谢老师们对我们持续的关心，希望以后也能看到成功的，充满自信的北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