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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學長姐給你問個夠

－陳小編 管院英專�G

　　暑假原計畫到TWSE(臺證所)實習，可惜因疫情而被取消，
但我仍不忘繼續精進和學習。即將升上大三，開始思考自己對產
業和職位的方向，應順順地走入銀行或投信？還是追尋自己內心
深處的聲音？職涯講座一直是我認為非常好的工具，能夠在前輩
的經驗裡更了解自己。

　　上半場分享是來自��直播串流擔任資料科學家的學長，我
對於數據分析相關工作很有興趣，無論是資料科學家、數據分析
師、還是商業分析師。但我發現對非資工、資管或統計背景的我，
轉換領域的成本非常大，但若能運用這些程式語言與視覺化工
具連結本科，將會產生如複利般的加乘效果。像是我現在自學
Python，同時也申請AWS線上課程，計劃考取相關證照，期待看
到明年在實習中成長的自己！ 

　　下半場是來自蝦皮GLP儲備幹部計畫的學長，從分享中能
夠感受到他的談吐相當高練，邏輯也是如此清晰，果然是以不到
千分之二機會錄取的人才呀！非常享受他的演講，聽他如何從零
到一；刻意練習在每次挫敗中成長茁壯；有技巧和計畫性地看待
職涯。不藏私的他也提供許多小技巧，我想我必須學習有系統地
並大量閱讀Case study和商業洞察、抓住高挑戰性的實習機會、
做更好的時間管理、培養有效溝通力，珍惜和把握身邊的人脈，
以及廣泛的去嘗試和感受挫敗感。

　　我們往往只想要別人成的成果，但並不想要承受努力的過
程以及代價。實際上事情往往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這麼簡單。不要
去羨慕別人，其實別人賺多少錢都與我們自己的人生無關。

特讚小語

—市場先生

職涯焦點
－電機碩 黃勃綸

　　隨著年紀增長，我們會開始
想像踏入職場時工作的模樣、過
著什麼樣的生活，對於未來的不
確定性和迷惘油然而生。透過參
與生／職涯相關活動，除了能接
觸在專業領域深耕已久的社會人
士，學習經驗與新知，更能讓自己
確立未來的方向，珍惜稍縱即逝
的機會，勇敢挑戰以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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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業週刊》李頤欣所撰寫「好好說話》跟主管意見不同，怎麼說才不會「得罪人」？」中提
到仗義執言的能力，與讀者們分享如何委婉地開口，既不失禮儀又能夠傳達出你的想法！趕緊
掃描QR code看詳細內容！

－楊子頤 資傳�B

沒有島嶼與暗礁，
怎麼激起美麗的浪花

－電機碩 黃勃綸

　　在崗位上對工作全力以赴，
但在會議中彙報進度或展現成果
時，卻得不到同事和主管的認同，
有時問題不是出在工作態度上，
而是呈現成果的方式。　
　　在職場上，要讓主管淺顯易
懂地理解你解決問題的過程與貢
獻，簡報能力是協助表達重要的
關鍵。

－電機乙�A 謝秉燁

歡迎來到本期職涯專區！

　　初踏入職場，開會過程若對議題有不同的想法，或是上班時間有
建議欲與主管研討，如果選擇不開口，可能又會造成團隊的進度延宕，
被夥伴認定為事後諸葛亮，遭受到不好的眼光看待。團隊要持續運作
下去，是需要成員們的凝聚力與想法，選擇開口，該如何去開口才不會
得罪到主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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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專區

簡報即溝通，在工作坊中
學習與簡報共舞

　　在職涯特讚隊中，不管是在執勤過程或是在訓練之
中，都上了非常多的課程，而在所有課程中我印象最深刻
及我認為最有幫助的就是有關簡報能力的課程。

　　在職涯特讚隊中上了非常多的簡報課，也讓我的簡
報能力提升不少；其中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在蛻變工作坊
中的簡報能力課程，老師讓我們想一下在這之前有沒有
看過那些不好的簡報，然後想一下那些簡報哪裡不好，哪
個地方讓你覺得不舒服，透過這樣的反思來了解好的簡
報應該出現甚麼東西，還有不該出現甚麼東西，例如顏色
的配置上，字跟背景不能太相近，不然會導致讀者的困難
等等。在這些簡報課中真的讓我收益良多。

　　因為在原本系上的課程中就是非常須要報告的課，
雖然大部分都是實作型的課程，但是就算作品做得再好，
簡報時介紹得不好，大家也看不出來作品的好。這就讓我
想到系上老師說過：「我們系上的同學明明都可以做到�
分，但簡報時都看起來做到�分」，這讓我更加明白了簡報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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