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著名管理学家诺斯威尔认为职业生涯规划是个人结合自身情况和眼前制约因素,为自己

实现职业目标而确定行动方向、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从本质上讲,职业生涯规划是一种对

学生以职业要求为目标，通过让学生明确其预期目标,使之自觉地按要求开发潜能,提高综合

素质的方法。具体的讲，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相结合,对决定一个人职业

生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和测定,确定一个人的事业奋斗目标,并选择实现这一事业

目标的职业,编制相应的工作、教育和培训的行动计划,对每一步骤的时间、顺序和方向做出

合理的安排。我现在就读于安徽大学法学院，法学这个专业是我一直喜欢的专业，但是未来

究竟走上一条什么样的法律之路，还需要我自己选择，自己创造，所以我特地制定了我的职

业生涯规划。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竞争日趋激烈，“预则立，不预则废”，生涯规划显得十分

重要，其前提是正确认识自我。因此，客观上要求每个人在步入职场或即将攻读某个专业前

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职业生涯规划，选择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自己有兴趣的专业、职业，

并且适时调整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积极作好知识、技能、思想、心理诸方面的准备，努力

实施生涯规划。我现在选择了法学专业，说实话，法学专业就业压力巨大，但我相信只要自

己努力就一定可以脱颖而出的。因此我必须尽早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只是计划着以后

想做什么的问题，更要着眼于现实状况，那么我首先就要从现在的知识储备阶段就开始规划，

尽可能早的懂得如何规划并能够很好的执行才会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充实，而且不是在盲目的

‘充实’，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我而言，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在自己兴趣、爱好的前提

下及认真分析个人性格特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专业特长和知识结构，对将来从事工作所做

的方向性的方案。在我步入社会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将现实环境和长远规划相结合，给自

己的职业生涯一个清晰的定位，是求职就业乃至将来职业升级的关键一环。 

第一部分 认识自己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喜欢一个人听音乐或者是看书，在一些公共场所总是感觉浑身

不自在，社交能力也差。从小学开始就喜欢与人交往，我认为我最薄弱的技能就是人际交往

和社会适应能力吧。初中时曾有转学经历，到了新班级以后总是有种孤独感，不能很快的融

入班级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本身性格上的内向一时难以改善。直到进

入大学我的交际圈依然是很狭窄，尽管如此我仍然不会去羡慕那些交际能力强能侃侃而谈的

同学，我总是认为现在这样的生活就很好，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的生活。法学的很多就业方

向对交际能力就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我需要立即着手去克服性格上的弱点了。 

我是一个没有恒心的人，心中没有远大的追求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经常陷入盲目带来的苦

闷中。就拿现在来说，高三时认为大学就是天堂，老师们也把大学描述为人间天堂，自己暗

暗下决心要咬牙坚持，只为了考入心目中所期望的大学。事与愿违，自己的学习计划总是不

能坚持得很长久，虽然有时会为自己的状态着急但也只能干着急。在步入大学以后这种盲目

体现的更加明显了，上课的时间没有高中时那么多了，但自己也更加无聊了，有时甚至反而

会向往高中时期的忙绿。就这样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听老师讲了我们法学的就业问题时使我

感到很大压力，老师说要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来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了，我也觉得是时候让自己

摆脱这种盲目的学习生活了。 

我是一个很中庸的人，或者是说与世无争。既不低调，也不张扬，不尖锐，也不圆滑。我很

看重和谐，我追求物质与精神同步的丰富。我希望以后我能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充满朝

气的小城市。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而非永无止境的竞争。虽然自己缺乏恒

心，但具体做事还是很认真的。学习虽说不是很主动但还是有一定的自觉性，例如老师布置

的作业都能按时并且认真的完成，即使自己很不情愿去学习但依然会认真对待。虽然不怎么



喜欢和人交往，但我会很真诚去面对身边的人。在技能方面我由于缺乏实践锻炼因此还是比

较匮乏的，在阅读理解、逻辑思维能力、资金管理和语言表达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人员管

理和时间管理方面技能掌握较弱，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努力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多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在学习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技能。 

 

第二部分  环境分析、职业机会评估 

    随着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处在一个迅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

时期，特别是我国“入世”以来，社会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各经济组织、律师

事务所对法律专门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法学的设计范围非常广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比如，做生意签订合同要懂合同法，与工作单位发生纠纷要懂合同法。另外，像研究

犯罪问题的刑法、研究如何打官司的诉讼法、研究国家质检关系的国际法等，也都在法学的

研究范围之内。 

  但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法学专业就业前景令人堪忧，至少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具体来说，大

家认为法学就业难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多数法学专业本科院校只注重理论教学，不太

注重法律实务，学生实践能力差，缺乏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大多数专业都存在

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这个‘黑锅’法学专业可没资格背。第二，司法考试被

称为‘国考’，但法学教学课程设置与国家司法考试脱节。从这些年的司法考试状况来说，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样是参加司法考试，研究生考不过本科生、法学专业的考不过非

法学专业的等等。这个情况会令每一位法律工作教育这难堪，但却充分暴露出了问题。学生

大学学了四年法学，却不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问题何在？教育出了问题、教学出了问题！

通过不了司法考试，加上缺乏能力，就业难在所难免，怎么能归咎于法学专业不好？第三，

对法学专业就业评价存在问题。目前人们评价就业只是依靠毕业当年的就业率，对法学专业

来说，这是十分不科学和片面的。法学是一个独特的专业，法学专业学生毕业面临的一个最

大的挑战就是司法考试，，很多法学学生刚毕业就‘失业’了。这是因为很多毕业生在忙着

复习司法考试。学生七月份毕业离校，司法考试却是在九月份进行。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都

没来得及去找工作，起真正开始找工作是在司法考试结束后。有的考生即使当面通过了司法

考试，也没有签约单位，所以当年的法学就业率低就不奇怪了。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论是学习什么专业，都必须充实自我，就业机会是不会主动找

上你的。在面对选择职业的机会是要摆正心态，不能眼高手低，高的职位谁都想要获得，这

就需要有相应的实力，而对一些中等或者不太好的职位不屑一顾，导致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且

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不能‘等待’更好的职业机会，人总是不知道知足，最终一

无所获。 

第三部分  职业选择 

我目前就读的法学专业，主要有以下几个就业去向： （1）律师  （2）公务员：法

院、检察院、司法局、公安部门等  （3）公司职员，法律顾问  （4）法律研究员  （5）

教师 。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之所以中意法学这个专业，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我对律

师这份职业的迷恋，我向往着站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找出对方的破绽和不足，冷静而机智，

我想，那是职业的魅力，专业的美。不过我也知道，自己性格上内向的弱点使自己很难胜任

这份工作，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律师和我脑海里的律师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我如果能做好

规划，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 或许还能够在这方面有不错的发挥。当然，人不能只执着于一

条道路，除了做律师，我还会选择公务员和教师这两份工作。 

选择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要有科学依据，这就必然要分析自己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方面



的因素，即使再喜欢一个专业，但是自己不适合做或是不具备该项职业所要求必须具备的能

力，一样要“忍痛割爱”，否则只会影响自己将来的前途和发展。因而做到知己知彼，方可

百战百胜。就我来说，我的优势有：办事精确、很少出差错，有要把工作做好的强烈愿望；

能够敏感地察觉出不合逻辑、不连贯、不现实以及不称职的人或事；很强的责任心，别人可

以信任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诺言；通情达理，视角现实；有稳定平和的心态等。在劣势方面的

不足有：不愿意尝试、接受新的和未经考验的观点和想法；对变动感到不安，排斥革新；不

能忍受没有效率的工作，或需花很多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或工作；有时斗志不足，容易松懈,

通常不愿付出过多的努力等。 

我所能遇到的机会，首先法学的就业方向比较广泛，教育、法律顾问、律师、审计等方面都

可以有所作为。其次高学历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特别是与经济、国际交往相关联专业的研究

生，就业前景广阔。我所在的安徽大学在法学方面比较突出，而且我的英语能力比较突出，

可以试试向对外贸易纠纷方面发展。尽管如此我依然有处于劣势的地方，例如，有很多法学

方面实力强劲的名校毕业生如北大、人大和法大等，而且近年来法律专业的人数激增，要想

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提高自我，让自己有独特的亮点。 

第四部分  职业生涯准备期 

职业生涯的准备期应该是从大学入学开始，主要是接触《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这段时

间，我们可以称其为“唤起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从上学起我们的目的就是一门心思地读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很大程度上和社会产生了脱轨。例如步入大学的我们依

然没有生存的危机感，依然生活在家庭的庇护下，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以后自己就业等方面

的问题。在职业生涯规划的课堂上我们开始有了危机感，我们也在为将来自己在社会上的独

当一面做准备了，开始结合自身条件考虑以后自己的发展方向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职业生涯

规划的意识被唤醒，在心里默默计划着自己的未来。在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被唤醒后，每个人

都在心里开始进行规划了。在进行了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之后，每个人都掌握了科学的

规划方法，能从自己的兴趣、价值观、技能方面来规划。我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规划，从大一

下半学年开始我将首先改变自己没有的毛病，由短到长地循环渐进训练自己坚持学习的时

间，逐渐改掉没毅力的弱点。其次在保证自己充足的学习实践的同时注重改善人际交往，构

建人际关系网，因为要想成为一位出色的律师必须拥有出色的口才和交际能力，这是现在自

己所缺少的。 

大二时期要努力充实自我，用专业知识武装自己，多学习生存技能。大二我的重点是学

习，并且开始准备考研和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可能从事教师职业，并且我是北方人，普通

话基础较好），大三进行考研，并且准备毕业后进行国家司法考试和求职。积极入党。 

第五部分  职业生涯早期 

职业生涯早期即就业后的 3~5年，这是我事业的起步阶段。经过之前的准备，我选择了

公务员的职业，原因是我很适合这项工作，而且自己喜欢的律师专业因为性格问题是在难以

胜任，在和教师做比较之后最终选择了公务员，这是在考虑了兴趣、技能等方面因素做出的

选择。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积极进取，在工作中能保持充沛的活力，做事严密周谨，很快得

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与周围同事也能融洽相处，年薪在 5万元以上，在部门机构中表现突

出，经常获得“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不断得到提拔，在工作 5年以后基本提升到科级正职

以上。 

第六部分  职业生涯中期 

  职业生涯中期是指年龄的 30~50岁之间，在这个时期的后期自己的职称达到副处级干部以



上，年薪在 10万左右。在这个时期家庭幸福美满，但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并且大量连续重

复的工作使自己产生对工作的厌倦感，进入职业倦怠期。在这个时期自己没有活力，情绪衰

竭，消极怠慢，缺乏个人成就感。这个时期自己会经历人生中的起伏，但在家庭的影响下克

服困难，对人生有新的感悟，拾起信心，克服职业倦怠，重新爱上自己公务员的职业，工作

有充满干劲儿。 

第七部分  职业生涯晚期 

    职业生涯晚期是指 50~65岁甚至更晚。这个时期自己的年薪较职业中期没有太大起伏，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工作太久，但依然热爱自己的职业，此时的在意的早已不是职称或者

工资，而是用工作来为人民服务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儿女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自

己根本没有因为经济原因继续工作，完全是出自对工作对生活的爱。 

结束语 

这次的职业生涯规划让我获益匪浅，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自己以后的职业取向

心里有了底。计划定好固然好，但更重要的，在于其具体实施并取得成效。这一点时刻都不

能被忘记。任何目标，只说不做到头来都只会是一场空。然而，现实是未知多变的。定出的

目标计划随时都可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点，每个人都应该有充分心理准备。当然，

包括我自己。因此，在遇到突发因素、不良影响时，要注意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仅要及

时面对、分析所遇问题，更应快速果断的拿出应对方案，对所发生的事情，能挽救的尽量挽

救，不能挽救的要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做出最好矫正。相信如此以来，即使将来的作为和目

标相比有所偏差，也不至于相距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