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二升大三的時候我很苦惱，我不了解自己，不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裡，不知道

以後要做什麼，不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努力。 

後來我發現，我只是不了解自己圈子之外的一切罷了。 

 

除了我修的課、每天上逼習慣瀏覽的看板或朋友圈之外的事，我一概不知。 

這樣當然很難挖到我想要的答案。 

於是我開始擴大我的圈子，像是知識圈、見識圈、熟識圈等等，增加我的彈性。 

 

彈性就像橡皮筋一樣，拉久了彈性就會消失、圈的大小也就不會再變動了，人的

彈性會隨著時間越來越小，所以現在增加的彈性等於是儲備以後的資產、籌碼，

我們不該只因為主修或習慣就限制住自己發展的可能，我認為多接觸不同領域、

不同思維的人事物，擴展你的框架、視野，增加廣度，對於尋找未來（的入口）

有很大幫助。 

 

台大的資源很多，我覺得在學的時候就盡量使用，不管是學術方面的、人際方面、

社團方面或是職涯方面的，但方法也絕對不侷限於取之於台大，我畢業之前幾乎

沒有學過公共關係相關的課程，也沒有認識的人可以和我分享這方面的資訊，為

了補足這樣的缺失，我上網蒐集資料，去書店看書，從圖書館借書等等。 

 

雖然對於擴大彈性的方法我輕描淡寫，但這方面要下的功夫絕對不能少，面試前

我 search職涯方面的東西，尋找可能的興趣，作為我踏入社會的第一步，而面

試中，我 search產業、公司方面的資訊，並學習不足的專業知識，最後在筆試

和面試中，獲得了主管的肯定。 

 

另外，我想分享我找工作面試階段的一點心得。 

面試前，我會把我適合這份工作的人格特質和優點全部寫下來，並且盡可能想過

面試熱門題的答案（最好也把重點句子寫下），這樣幾乎就可以掌握八成的方向

了，面試時再依照不同的問法，把特質和優點的部分妥善的分配在問題中間，一

方面可以不像是在背稿，不會死板板的，一方面回答有靈活度，可以適時加強自

己的論點、凸顯優勢。 

 

最後，我會把每一次面試的重點記錄下來，包括面試官問了什麼、我怎麼回答、

被怎麼樣繼續追問、問題怎樣回答更好，這個動作我認為很重要也很有用，很多

時候面試不會只有一次，一次比一次更好，一次比一次更了解這份工作、更了解

自己，那就是靠近成功的開始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