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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9_A1_B9_

E7_9B_AE_E7_AE_A1_E7_c41_277573.htm 前言 软件行业的新

技术、新工具曾出不穷，需要学习的技术资料越来越多，与

项目组其它成员和干系人之间的交互越来越频繁，项目管理

过程中需要获取和编写的文档越来越多，这些信息、文档、

邮件越积越多，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找和利用，如何处理这一

现象成为令每个开发人员头痛的问题 正文 如今的软件项目规

模越来越大，项目管理越来越困难，对每个项目组成员的个

人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作为开发人员、设计人员、

测试人员、还是QA人员，每天都面对着大量需要去了解和提

供的信息及文档。如何将有用的信息筛选出来，使其变成自

己的知识，从而迅速提高个人能力；如何为他人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和经验，进而使团队能力和项目的管理水平获得提升

，已经成为了软件从业人员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个人

知识管理作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越来越得到了软件

开发组织和个人的关注。个人的知识管理不同于组织的知识

管理，更关注于个人知识的积累和个人能力的提升。 那么，

如何进行个人知识的管理呢？ 首先是实现个人的文档管理。 

相信我们所有人的硬盘里都会有成打的超过半年没有访问过

的资料堆在那里，面对这些杂乱无章的文件难免深感无奈，

删掉吧，又怕日后会用到，留下吧，既占用资源又难以查找

和利用，真真鸡肋也。 为了让鸡肋变鸡腿，建议大家在空闲

的时候整理一下这些文档，以便盘活那些被束之高阁的呆料

和废料。 第一步，筛选。把有价值的文档挑出来放到资料库



，其它没有用的就毫不犹豫的删除。 第二步，重命名。为了

方便查找，可以将文档名称加上类似“知识领域-重要程度-

参考价值”这样的分类前缀，这样，我们就可以方便的从众

多的文档资料中轻松的找到自己需要的文档了。 第三步，归

档。把所有的文档都放在一个目录下显然不利于查找和管理

，建议大家依据个人习惯建立起一套简单实用的目录体系，

并把资料库中的文档按照这个目录体系来分门别类的归档，

从而实现对文档资料的有效管理。 其次是实现个人知识的沉

淀和积累。 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总会有一些经验

和体会，或者是摸索出来的窍门等等，这些都是隐藏在头脑

中的，可能过段时间就会忘记，将它们及时的记录并收集起

来，是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既是个人知识的沉淀，也

是个人经验的积累，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十分重要，同时

也可以成为其它人学习的知识来源。 为了实现这样的积累，

我们应该学会时常的回顾一下过去，孔子曰：“君子博学而

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我们既非君子也不博学

，当然更要三省乎己，以求知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之余，

尽量争取行无过罢了。 还有句俗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拿起笔，将三省的结果记录下来

，从而实现个人知识的积累。 最后是知识的交流与分享。 通

过与其它人共享和交流各自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扩展我们的

交往空间，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社会关系。而且通过

交流和分享，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更广泛的知识和经验，进而

迅速提升我们的个人能力。这是独自钻研所达不到的。 博客

可以算是最好的交流与分享的工具之一。通过博客日志，既

可以让别人了解你，也可以通过博友和圈友认识更多的朋友



，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得到更多的机会，来更快的提升自己

的知识水平。 后记 通过个人的知识管理手段，我们，在为他

人提供知识的同时，也获取他们的知识经验，从而快速的提

升自身的能力。 对于软件开发组织来说，实现个人知识管理

的意义更加重大。通过个人的知识管理，软件开发者可以使

大量的知识活跃起来，让个人的隐性知识和经验得到积累；

可以迅速地找到所需的知识，从而提升个人能力；可以为其

它人提供知识和经验，提升项目组成员的能力水平，进而提

升整个团队的能力；还可以为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提供个人

技能层面上的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