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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复盘�

复盘��一日三省�

WhatWhat

�复盘�是中国围棋的一个术语







不断检验和校正目标�

分析得失�找原因�找后账�

注意认识和总结规律�

做完了事情�再从头过一遍�

�复盘的定义�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





复盘是行动后的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

复盘是一个不断学习�总结�反思�提炼和持续提高的过程











做完了事情�再从头过一遍�

原定目标

与原定目标的比较

研究过程

总结规律

工作中怎么理解复盘这件事情�

对过去的事情在大脑中演绎一遍�通过对过去的思维

和行为进行回顾�反思和探究�实现能力的提升�

就是将发生过的事情在思维上进行场景重现�重现整个

发生发展结束的事件过程�重新审视思考在事件中一切

关联的思维和行为对事件的影响�发现问题�找到根源

所在�然后进行总结找到规律�不断的积累从而提升个

人能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为了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

为了传承经验和提升能力

为了快速迭代和化繁为简

为了总结规律和固化流程�提高效率

校验方向�认清问题背后的问题�发现和产生新的想法与知识

从�蒙着打�变成�瞄着打��更有目的性�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看清问题背后的问题�找出真正的问题和原因

发现新知识和新思路

WhyWhy

复盘是为了把失败转化为财富�把成功转化为能力

为什么要复盘�



复盘的目的

事为先�人为重� �从复盘中得来

总结�复盘给我们带来什么�

� 组织知识积累�团队能力提升







对公司战略的不断复盘�让我们目标清晰�不动摇�

对具体策略的不断复盘�让我们的认识客观�路线更务实�

对单个项目的不断复盘�让我们积累经验�能力不断提高�













面对新业务�新课题�复盘可以�

快速找到问题�或总结经验

发现既有思路的盲点或误区

集思广益�发现新的突破点

对于老业务�成熟业务�复盘还可以�

优化流程�简化方式�提高效率

找到优化路径�从100分做到120分

70%的学习与发展来源于现实生活与工作的经验�任务与问题解决�

20%来源于与人与人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反馈�辅导或者教练�

10%的学习与发展来源于正式的课程培训与教育�

复盘带来的好处



结构化的总结方法 以学习为导向 团队形式进行

复盘�而非总结

虽然复盘也是一种形式的总结
但严格讲起来�工作总结并不必然等同于复盘

复盘与总结的区别有以下三点�



复盘的误区

×

×

×

×

×

不是

自己骗自己�证明自己对

流于形式�走过场

追究责任�开批判会

强调客观�推卸责任

简单下结论�刻舟求剑











而是

重在实事求是�求真�

重在内容和找原因�求实�

重在改进和提高�求学�

重在反思和自我剖析�求内�

重在找到本质和规律�求道�



评估结果

�与原来目标比�

�与原来目标比�

分析原因

成功关键因素�主观/客观�

失败根本原因�主观/客观�

回顾目标

当初的目标是什么�期望的结果�

要达成的目标&里程碑

复盘的步骤

总结规律

经验&规律�不要轻易下结论�

行动计划

•

Analysis
分析

Analysis
•

Insight
总结
Insight

•

Result
结果

Result
•目标

   GoalGoal

复盘的步骤�1.回顾目标� 2.评估结果� 3.分析原因� 4.总结规律

开放心态

坦诚表达

实事求是

反思自我

集思广益



联想案例�复盘的步骤解析

基于复盘的机理和长期的实践�联想集团于2011年提出了复盘的操作步骤

包括四个阶段�回顾目标�评估结果�分析原因�总结经验�

回顾目标 评估结果 分析原因 总结经验

①

②

③

④

当初行动的意图或目的是什么�

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预先制定的计划是什么�

事先设想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①

②

③

实际发生了什么事�

在什么情况下�

是怎么发生的�

①

②

③

实际情况与预期有无差异�

如果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差
异�哪些因素导致我们没有达
到预期目标�失败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如果没有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
么�

①

②

③

我们从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新东西�

如果有人要进行同样的行动�我会
给他什么建议�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哪些是我们
可直接行动的�哪些是其他层级才
能处理的�是否要向上呈报�



联想案例�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阶段 主要问题 对策建议

回顾目标

目标不清晰 SMART原则

目标缺乏共识 将目标清晰明确地表示出来

缺乏实现目标的策略�方法�措施的规划 群策群力�合理分工

评估结果 无法真正做到还原事实

指派观察员�控制人

使用测量仪器和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

集体研讨

分析原因 沟通效率低

把握关键�深入分析

系统思考

�what... if...�分析

经验教训 容易轻易下结论

排除偶然因素

结合类似事件�交叉验证

连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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