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資處引領新同仁認識北醫大，並打開垂直溝通與人才培育的大門 

本學期新進 60餘位教師和職員，人力資源處於 9月 24日、25日主辦 103學年度第

一學期新進人員引導訓練課程。此外，邀請到李思恩老師與賴慧萍老師暢談「溝通

─向上管理」、「部屬培育與輔導」兩主題，讓本校的垂直溝通與人才培育管道更

為順暢。 

■李思恩老師：溝通─向上管理（9月 16日） 

李思恩老師談到向上管理，其實就是為了爭取資源，首先要體貼上意（非狗腿行為）

獲得信任後，才能爭取資源。彼得杜拉克曾說：「了解主管領導風格，與主管維持

良好關係，可避免痛苦與傷害，容易被晉升與重用。」 

  

有效溝通的 4步驟：注意、瞭解、接受、行動。先從主管感興趣的事物引起注意，

並且使用共同語言，確定對方聽得懂，瞭解後才能接受，建立信任，最後藉由行動

達成目標。【圖：李思恩老師（右圖）舉例說明及學員聽講的情形（左圖）】 

李老師在課堂中讓學員做個人風格分析測驗，

風格無所謂好或壞，而且每個人都具備 4種

風格，有分析論、直觀論、行動論、人際論。

有些人在某種風格上特別強勢，且讓它變成

優點，但有些人覺得過於強勢的風格是一種

負擔。重點不在個人的風格組合，而在對自

我風格的瞭解及如何做最佳運用，再從 4種

風格的典型行為中，判別個人主導風格。 

若主管領導風格為分析論，則必須使用分析論的模式與主管溝通或簡報，千萬不可

使用其他風格的溝通方式，特別是用人際論的溝通方式和分析論的人溝通，否則很

難達成共識。李老師提並供一段人物特色鮮明的影片，讓學員辨別劇中人物的風格，

討論為何主角爭取廣告不成功，並提出改善建議。最後，李老師以「沒有不能溝通

的人，只有用錯對應方法的人」與學員們共勉。【圖：分組討論影片人物風格特色】 



 

■1031新進人員引導訓練（9月 24日、25日） 

本學期新進 60餘位教師和職員，人力資源處為協助新進人員更快的取得協助或找到

答案，降低新進人員的挫折感，強化向心力，快速適應組織及工作，於 9月 24日至

9月 25日主辦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進人員引導訓練課程。【圖：閻雲校長致辭（左

圖），並有 14單位一、二級主管擔任課程單元講師】 

本次舉辦的新進教師及職員必備新人引導訓練課程，共有 14單位共同規劃並參與課

程，內容除了教職員的個人權利、義務、成長及福利外，還有各行政單位功能流程

介紹、學術研究功能、職場危害預防與健康管理、性別平等及著作權規範，並力邀

學校各單位一、二級主管擔任單元講師，為新進同仁做最詳盡的解說。【圖：體育

處甘乃文組長（左圖左）特別帶領同仁作伸展體操，促進新進同仁的健康】 

此外，還特別邀請企業滿意度極高的講師許致毅老師，帶領新進同仁一同完成凝聚

團隊共識活動，讓新進同仁對組織更有向心力。課程開始時，學員們從彼此的不熟



 

悉，在許老師帶領中，逐漸聽到談話聲、笑聲，甚至在遊戲中，互相給予支持鼓勵

及建議，雖然分組遊戲競賽有輸有贏，但也讓北醫大新進同仁體會到在團體合作過

程中，一定會產生意見分歧，作法不同，當責的同仁，需運用良性溝通，以及適時

利用資源、支援，達到專業分工，成為高績效團隊，共同為組織創造價值，為北醫

人必備之能力與思維。【下圖：許致毅老師帶領學員在遊戲及活動過程中，讓學員

體會當責的重要】 

 

■賴慧萍老師：部屬培育與輔導（9月 30日） 

在組織裡，人才的選、養、育、用、留都和主管切身

相關，而部屬培育與工作教導為「育才」重要的一部

分，主管有責任和義務培育並發展部屬，當育才做得

好，不僅成就了部屬，也成就主管本身。 

人資處首度邀請實務經驗豐富的賴慧萍講授「培育部

屬的技巧」，賴老師引用松下幸之助名言「改變人，才能讓企業成長」，所以應先

理出培育部屬應有的認知，讓人力變人才，需藉由系統化能力訓練，縮小工作績效

落差以及未來能力缺口，別覺得太忙而不培育部屬，工作越忙碌，越需要培育，主

管們要記得，既要發展事，也要發展人，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圖：賴慧萍老師

授課情形】 

在教導過程中可使用案例討論，並指出部屬

培育每個環節都要精準，運用工作教導的

2W1H：When（何時教？）、What（該教什

麼？）、How（如何教？），用能力盤點表

掌握訓練需求，及擬訂訓練計劃表，課程中

更安排了尋找幸運 7的活動，讓學員分組競

賽，體會工作教導中需要注意及改善的地方。

【左圖：課堂中學員參與工作教導遊戲】 

賴老師並提醒，教導時要掌握 6字訣「簡而繁、淺而深」，

並分享看《西遊記》來談管理，若您為唐三藏，要提拔人才，

您會選孫悟空、豬八戒、還是沙悟淨？其實西方取經之途，

就是經營管理之道，引用故事做為管理課題，讓學員們分享

想法。 

工作教導需進行工作分解、步驟化，再使用 4階段方式教導

「從學習準備、傳授工作、試作、考驗成效」，身為教練，從觀察中瞭解部屬可能

提出的疑問，讓部屬先從模仿再試作，練習多次後，即可實際進行實作測驗，想當

好主管，就要先當個好教練。【右圖：賴老師與分組比賽第 1名學員合影】 

（文/人力資源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