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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wisdom, have right attitudes, and true to their words and discharge their duties with 
responsibility are loved by people.



年年丰集团

从学校人到社会人

从知识人到能力人

　从自然人到职业人

从个体人到单位人 



年年丰集团



年年丰集团

第一单元         学校人到社会人

学校人——学生，或持有学生念想的“社会人”。
社会人——通过社会化，使自然人在适应社会环境、参与社会生活、学习社

                  会规范、履行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并获得社会的

                  认可，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 

学校和社会的区别：

在学校——努力读书，好好学习

在社会——非常重要的是办事能力。办事某种意义上比读书更难，读书最终

                  通过办事体现价值和创造性。 



年年丰集团

名言

原国家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指出——

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

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

任何单位都希望拥有更多这种“想、肯、敢、会”办事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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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象

一方面，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进入单位后难以适应工作

一方面，许多单位的领导痛感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尤其对

应届大学毕业生充满了失望。

根  本

原  因
不了解社会生存法则



年年丰集团第一讲  不能改变，就要学会适应

一、接受不如意，过的更惬意（2-1）

年轻人最大的优点：激扬文字，手挥方逎、指点江山

                               雄心勃勃，满腔热情，征服世界

结果：碰壁——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忠告：适应是改变的前提！

现象：怎么社会和我想像的大不一样啊？

　　太不如意了，实在不想干了！



年年丰集团第一讲  不能改变，就要学会适应

一、接受不如意，过的更惬意（2-2） 正确的做法

少发牢骚多做事，先主动做好一件事给别人看 

从不切实际的“天上”落到地上来，重新认识生活的真相。
不仅如此，要赢得信任和承认，就得改“要我做”为“我要做” 

适应社会并不是要你向不好的东西妥协，而是你要勇于承认：现实

是怎么样，你就得承认它是怎么样，不能强求它一定要如你的意。

接受这个现实并不是世界末日，因为你还可以在这基础上，去获得

你的发展机会，并实现人生理想。 

忠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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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低期望心态好，调高贡献回报高（3-3）

第一讲  不能改变，就要学会适应

对话

网友说：“大学生毕业多久才能要求高薪？难道要我
低薪服务十年不成？现在拿那么点底薪跟民工差不

多，800、1000我也得接受吗？就算不比民工，我们
也是人，也要吃饭吧？请问在北京多少钱一个月才

能不饿肚子？多少钱一个月才能有个睡觉的地方？” 

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你问了这么多问题，唯独没有
问‘怎样提高自我价值’？怎样能作出更多的贡献，什么样的
人要怎样做，企业才能心甘情愿地给‘高薪’？你的这些问题、
这样的思维方法，恰恰是你现在状况的根本原因。” 



年年丰集团第一讲  不能改变，就要学会适应

四、不是工作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工作（3-1）

问  题

你理想中的工作
应该是怎么的？



年年丰集团第一讲  不能改变，就要学会适应

四、不是工作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工作（3-2）

案
例

大学生村官，

       中国传媒大学  /  董玲玲的故事

世界著名的动作明星安吉莉娜•朱丽

主演《古墓丽影》 



年年丰集团第一讲  不能改变，就要学会适应

四、不是工作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工作（3-3）

感 悟

启 发

工作永远都不可能来适应你，如果你想得到迅速成

长、尽快脱颖而出，就必须主动去适应工作。

只有随时调整自己，去适应工作、

配合工作的人，才会有最大的发展。 

职场不是家庭或是学校，职场意味着有要求、

有标准，只有适应了这些要求和标准，才有

可能获得快速的发展。 



年年丰集团第二讲    要成天才，先做地才

一、要当非常人，先补常识课（4-1）



年年丰集团第二讲    要成天才，先做地才

一、要当非常人，先补常识课（4-1）

讨
论

知识 文化

知识 常识

＝

＝



年年丰集团第二讲    要成天才，先做地才

一、要当非常人，先补常识课（4-2）

概
念
区
别

从个人角度，知识是经过人脑加工并可通过主观意识指导
行为的信息；从社会角度，知识是人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具备可供个人学习的信息载体形式。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群体所有物质和精神创建活动及成果的
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与意识形态的
概念大致同义。广义的文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狭义的
文化=精神文明（其中含制度建设）。 

所谓“常识”，也就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经验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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