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明确明年目标和计划，清晰发展方向
一份有意义的年终总结

除了有效回顾， 也少不了对
来年的展望。 基于过去一年
的经验与教训， 为未来设定
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管理学
家亨利·明茨伯格的战略管
理理论强调， 明确的目标和
计划是实现组织愿景的关

键。 在年终总结中明确提出
未来的发展方向， 让每个人
都清楚地知道接下来要朝着

哪个目标努力。
例如， 明年你希望在专

业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争
取获得职位提升。为此，你可
以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 ，如

参加专业培训、 拓展业务知
识等。同时，你也可以设定团
队目标， 如带领团队完成更
多有影响力的项目， 为公司
创造更大的价值。 通过这种
方式， 你不仅能够明确自己
的发展方向， 还能激发团队
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通过这些“奇思妙想”的
角度来构思和撰写年终总

结， 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展现
个人或团队的成长与进步 。
希望每位职场人士都能通过

这份年终总结， 找到属于自
己的价值和方向， 迎接充满
希望的新一年。

列一份感恩清单，回顾一年人际关系
在职场中， 良好的人际

关系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

率， 还能为个人发展提供更
多的机会。 根据社会心理学
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
系优势”理论，广泛的人脉网
络能够带来更多的信息和资

源。 因此，年终总结时，不妨
列一份感恩清单， 回顾一年

中与你有过交集的人， 感谢
他们对你的帮助和支持。

在这一年里， 你可能会
发现， 许多重要的进展和成
就都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帮

助。 列一份感恩清单，不仅能
够帮助你更好地认识到自己

的成长和进步， 还能增强你
与他人的联系和感情。

回顾这一年， 不妨花点
时间思考那些在你职业生涯

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例如，
你的部门经理在项目中给予

你充分的信任， 让你有机会
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而提升
了你的管理能力； 你的同事
们在日常工作中给予的帮助

和支持， 使你能够顺利完成

任务。 此外，不要忘记感谢那
些在你职业道路上给予你指

导和建议的导师。
列一份感恩清单， 不仅

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 ，更
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过程。 你
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

成长轨迹， 还能在新的一年
里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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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劳动报记者 陈宁

如何有效回顾与展望
年终总结也要“奇思妙想”

近期， 职场人士们开始着手准备年终总结。 这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文档， 更是
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未来的规划。 一个有效的年终总结， 不仅能够帮助个人或团队
清晰地回顾过去， 还能为新的起点提供动力。 然而， 不少职场人反应， 年终总结怎么
写都显得 “循规蹈矩”， 且流于形式。 实际上， 如若融入心理学、 管理学， 甚至经济
学等领域的理论依据、 思维导图， 年终总结也能迸发出不少 “奇思妙想”。

年终总结
也是一场大戏

有的人觉得年终总结

只是走过场， 有的人却把
写年终总结视为一场大

戏。
笔者的一位朋友有记

日记的习惯， 然后在每年
的大年初一下午， 都是他
复盘一年得失的 “固定节
目”。做对了哪些，哪些需
要改进……一幕幕都会在
这一天的下午像放电影一

样过一遍。
没有人逼着他这么

做，但他告诉笔者，每年这
样反思一下， 还是收获很
大。 很大的错误、 踩过的
坑，可以在来年避免。

当然每个人小结的方

式不一样， 如此具有仪式
感的做法也是个人的选

择。
■记者 徐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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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想象一下， 在一个以年
为单位的巨大时间轴上，标注
出这一年每一个关键时刻“你
的心情事件”， 如每项重要工
作的启动、完成、获奖等，为每
个事件添加情感标签，如“兴
奋”“焦虑”“满足”等，并在每
个情感标签旁边写下当时的

感受和后续的行动。你会收获
一份怎样的年终总结？

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

中，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自己的
情绪变化。然而，情绪是影响
工作效率和团队氛围的重要

因素。 心理学家理查德·拉扎
勒斯的情绪调节理论指出，情

绪不仅反映了个体对外界刺

激的反应，还影响着个体的行
为和决策。 通过绘制情感地
图，记录下一年中每个重要时
刻的情感体验，可以更好地理
解自己的情绪模式。

例如，当项目启动时，你
可能感到无比兴奋，积极参与

前期策划， 主动承担任务。而
在项目中期， 遇到困难时，你
可能会感到焦虑和压力，但正
是这些挑战让你学会了如何

更好地解决问题。通过这种方
式，你可以更全面地回顾过去
一年的情绪变化，从而更好地
迎接新的挑战。

绘制情感地图，记录情绪的起伏

每到年终， 职场人通常
会默默打开工作记录，独自一
个人回忆并点评自己这一年

的各种表现。 不过，单一视角
的自我评价往往带有主观性，
而 360 度反馈则能从多个角
度全面了解自己的表现。 360
度反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

理学家迈克尔·坎贝尔提出，
他认为多角度的反馈可以提

供更全面的信息，帮助个体更
好地认识自己。

你可以设计一份详细的

问卷，邀请同事、上级、下属及
客户等不同角色的人参与反

馈。 问卷可以包含工作能力、

团队合作、沟通技巧等方面的
问题。为了确保反馈的真实性
和客观性，最好采用匿名提交
的方式。 收到反馈后，仔细整
理和分析， 找出共性和差异，
制定具体的改进计划。

例如， 如果同事反馈说
你在团队合作中表现出色，但

有时过于追求完美，影响了项
目进度，那么你可以制定一个
改进计划，学会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
这种方式，你不仅能够更全面
地认识自己，还能不断提升个
人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成为
更加优秀的职场人。

建立360度反馈，多角度审视自我

在一份年终总结里 ，这
一年的收获和成就往往是被

记录的主角，然而，失败是成
功之母，勇敢面对失败，从中
吸取教训， 也是个人成长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

曼的“乐观主义 ”理论指出 ，
积极面对失败， 从中寻找成
长的机会， 可以提高个体的
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年
终总结中， 不妨诚实地记录
那些不成功的尝试， 并分析
其背后的原因。 例如，某项任

务未能按时完成， 可能是因
为初期规划不够充分， 导致
后期进度延误。 通过深入分
析失败的原因， 你可以找到
改进的方法， 避免在未来重
蹈覆辙。

此外， 分享这些失败经

历和教训， 也可以帮助团队
成员共同成长， 形成一种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通过这
种方式， 你不仅能够从失败
中汲取经验， 还能增强团队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共同迎
接新的挑战。

记录那些不成功的尝试，分析背后原因

随着一年的尾声渐

近， 职场人进入年终总结
阶段。 然而，传统的年终总
结往往遵循固定的格式和

内容，容易流于形式，缺乏
个性和深度。 如果我们将
年终总结视为一个 “自由
命题”的创作过程，那么它
将变得丰富多彩， 充满无
限可能。

年终总结不仅仅是对

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更
是一个自我反思和未来规

划的重要环节。 在这个过
程中，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关注的焦点， 从不同的角
度审视自己的成长和进

步。 这种自由命题的方式，
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

认识自己， 还能激发更多
的创造力和动力。

传统的年终总结往往

局限于工作业绩和任务完

成情况，忽视了个人情感、
人际关系和成长经历等多

方面的内容。 然而，这些方
面同样重要， 甚至在某些
情况下更为关键。 通过自
由命题， 我们可以更加灵
活地选择自己最想表达的

内容， 让年终总结变得更
加个性化和真实。

■记者 陈宁

年终总结
也可以

“自由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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