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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背景下如何做好高职法律专业教育与职业衔接
王　莹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吉林省 长春市 130000）

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相比，其优势在于学生

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注重职业技能和实践的结合。高职

院校法律专业要培养的是法学基本理论与法律职业岗位技能复合

型应用人才，由于近几年整体就业形势日趋紧张，高职毕业生也

遇到了就业困境，究其原因是培养目标相对单一、教学环节与就

业环节出现了断层，无法实现教育与职业的顺畅衔接。基于此，

本文对时代发展背景下如何做好高职法律专业教育与职业衔接做

了探究，以期能为帮助高职生更好地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

同时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学生、家长更是把就业率作为

衡量一所学校教学能力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就业相对困难

的形势面前，学校和教师应当积极开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思路，

努力寻求教育与职业平稳过度、良好衔接的途径，通过提升教师

实务能力、对就业形势进行调研并确定职业发展、与企业共同搭

建实践平台、精准定位及制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等多种方式，

以期实现教育与职业的衔接。

一、进行调研，确定就业趋势与职业发展

就业途径不顺畅除了与就业形势严峻有关，也与毕业生对自

身定位不准、没有认真研究专业对口程度有关。因此，做好职业

规划摸底与就业趋势调研就尤为重要。以法律文秘专业为例，总

结过去五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学生在入学之初并不了解专业特点、

所学课程和就业方向，在学习过程中没有真正领会该专业的特点，

导致学生学习知识不够扎实，对自己的实际能力缺乏认知。而在

毕业实习过程中，学生往往期待过高，忽视实践能力的提升，导

致了最终在就业过程中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将目光都集中在了大

中城市相对热门且竞争较激烈的书记员、法务、律师助理岗位，

造成了就业失利。教师在经过摸索、总结后，采用了在新生入学

时对其未来职业规划和拟就业城市的摸底，先行了解学生主要就

业意向，然后利用学生寒暑假返乡期间布置回乡就业调研与考察

任务，同时进行了长期跟踪调研，了解学校所在城市的专业人才

需求状况，经过两年的搜集积累，在大三学生实习前与他们进行

沟通、调整就业意向，使其就业目标更有的放矢，就业率也因此

有了逐年提高。

二、精准定位，培养多层次人才

根据学生返乡摸底反馈显示，不同地区对于法律专业人才的

需求程度和主要岗位并不趋同。学院近几年定向招收部分相对落

后地区的生源，明显发现在这些地区内对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比

较大，学生们调研后也认为如果毕业后回到家乡做书记员、律师

助理、行政机关法务秘书的工作机会更多。而多数省份的一线城

市更倾向于招收法律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进入到司法

行政机关，因此学生们认识到应当将就业方向定位在二三线城市

或者地级市更容易实现专业对口。部分学生通过调研和假期深入

单位实践认识到自己可能更适合事务性的外勤工作，特别是善于

人际交往、性格外向的学生更适合企业秘书、法务助理、产品销

售等岗位。为了让学生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学院开设了更多能够

提升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的课程，以满足不同就业方向学生的职

业需求。通过总结，我们发现对学生和就业意向地进行精准调研，

有利于重新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出定位更准确的多层次人才

培养模式。

三、扩展培养平台，搭建衔接桥梁

努力寻找并搭建新的实践平台是提高专业技能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后期与职业发展进行衔接。因此，法律专业课教师应当尽

可能多地寻找和搭建业务实践平台。可以利用假期时间去律师事

务所、企业法务咨询所等地方进行调研，争取将企业开发为校外

实践基地。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让学生赴企业实习、为企业量

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最终以定向招收订单班的方式实现学生的

订单式就业。目前学院比较成熟的做法是与知名律师事务所、基

层法院等相关企业签订校外实践基地。在学生第一年的学习过程

中带领学生参观考察，先对律师助理、书记员工作有初步的认识；

在大三毕业实习期间由律师事务所接收学生作为律师助理进行业

务实习。同时也有与法官学院签订定向实习协议的先例，让部分

掌握速录技能、适合从事书记员工作的学生在实习期间到上述院

校参加培训，提前了解法官的日常工作，掌握书记员工作基本流

程和要点，然后再到法院参与真实庭审，巩固培训成果，并在真

实环境下提升实践操作技能，以缩短其正式入职后的适应期。经

过实践，上述两种途径都在教学实践中起到了良好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建立和完善法律教育与职业衔接管理的新机

制，作为专业课教师应该革新教学方式。教师要不断想办法、找

出路、研究岗位需求，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为学

生搭建更多的实践平台，拓宽其就业、升学的渠道，从而更好地

实现教学与就业的畅通衔接，以适应未来的职业教育需要和社会

对提高就业率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