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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索職業的方向 

【方案一】以終點為起點：長期目標回推法 

  在未來履歷書中寫到：「成功人士都有一個共通點—重視手邊的工作（哪

怕是例行公事），毫不馬虎；同時擁有長遠的願景或任務，扎實地耕耘。」我們

通常只會考慮眼前的事物或短期的目標，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十年後，甚至三十

年後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呢？沒有中長期目標，容易迷失自我，讓思考止步不

前。而其實只要一旦知道具體方向，就會想展開行動，使我們更有計畫、更有策

略，從目前的工作或學習中找出樂趣和意義。 

  像個人品牌家、數據分析師徐薇琪，面對工作面試題目：「妳想過三年後、

五年後或十年後，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嗎？」也曾感到迷茫，想著職涯都還沒開始，

加上社會變遷如此快速，明年的我在哪裡都不確定，該如何回答這種虛無縹緲的

假設性議題呢？ 

  她嘗試了未來履歷書的建議，用「昨日履歷書」肯定真實的自己，再運用「今

日履歷書」定位自我價值觀，來創造專屬的「未來履歷書」。她盤點自己實際所

擁有的能力—數據分析、個人品牌、英語能力，也思考未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

人。步驟如下，重點是「具體」分析與表達： 

 

  設定自己三年後的目標，甚至也建議大家能以十年為單位來思考，設定十年

後、二十年後、三十年後的中長期目標。一旦你設定好中長期目標，便能跨越心



理障礙，跳脫常識的框架，發現內心深處真正想追求的事物。 

【方案二】大目標的具體化實現：九宮格表 

1.美國職棒大聯盟投手大谷翔平 

  二○一八年，日籍投手大谷翔平加入美國職棒大聯盟而爆紅，年僅二十三

歲的他讓許多人十分好奇—年紀輕輕，一路上是如何鍛鍊的呢？大谷的高中

教練透露，高一時他為了磨練自己，以「九宮格」為基底，製作一張「目標達

成表」。他在九宮格的正中央填入「大目標」：高中畢業前同時成為八個球隊的

第一選擇；圍繞的八格則是為了達成大目標要做到的「小目標」，分別寫下：「體

格」、「控球」、「球質」、「球速」、「變化球」、「運氣」、「心理」、「人氣」。而每

個小目標又環繞八個具體步驟，總共六十四個步驟要執行。十六歲的大谷翔平

就是根據這些複雜的步驟，按表操課，增強實力，最終達成目標。 

 

2.故事革命創辦人李洛克 

  李洛克也同樣以九宮格作為實現目標的藍圖。他在九宮格正中央寫下「成

為職業作家」的大目標，外圍的八個小目標分別是「每天創作」、「累積人氣」、

「個人定位」、「網路行銷」、「參賽投稿」、「保持閱讀」、「建立資料庫」、「保持

健康」；每個小目標也各有八個步驟要執行。兩年之後，他寫作累積上百萬字、

獲得小說獎、出版自己的書籍、擁有超過百萬人次瀏覽的個人網站，這一切的

起因都來自於這個九宮格表。直到今天，他都會定期做目標管理，具體訂下五

年目標、三年目標、今年目標、每月事項，並時時檢討與修正。 



 

【方案三】分析自我特質 

  已當上公司主管的作家米果，有優厚的年薪，在仔細衡量了財務狀況與過往

工作累積的能力和條件後，做出辭職的決定，與其說浪漫或瀟灑，深思熟慮才是

她能維持多年自由工作的關鍵。 

  最初，米果只是在部落格發表兩篇如何不上班卻不會餓死的文章，引起廣泛

迴響之餘，有幾間出版社登門洽談續寫成書，米果說，「但是能不能成為自由工

作者，每個人的主客觀條件不同。如果讓人覺得辭掉工作很自由，我擔心會誤導

人家，造成不好的風氣。」 

  選擇當一個自由寫作者，米果的取經對象並非管理、勵志、心理類書籍的教

戰守則，而是從日本小說中信手拈來一堆日本前輩的經驗：村上春樹、宮部美幸、

伊坂幸太郎等人都是生活規律、早睡早起，養成運動習慣的寫作者，並非一般人

以為「晝伏夜出、生活放蕩」的藝術家形象。看到這些人將寫作視為長久的工作，

「就像村上春樹說的，跟跑步一樣，寫作也是日常的勞動。」對工作嚴謹自律的

米果來說，是很大的精神支持。 

  自由底下的自律，加上敏銳的生活觀察和日常勞動般的辛勤書寫，讓米果得

以在自由寫作者這一行長跑多年。逐漸地，她一如當初期待，以寫自己想寫的東

西過活。 

【方案四】找到你的為什麼 

  成就感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權利！關鍵在清晰地了解自

己的為什麼，有紀律地、刻意天天實踐。個人與團隊，都能按部就班找到為什麼，

為生活與工作注入熱情與意義！要探索「個人的為什麼」，有以下步驟： 

1.尋找搭檔：尋找「為什麼」就像在記憶的河流中淘金，你需要第二雙眼睛與耳

朵，幫助你透過不同觀點，抓出你的人生價值金線。 

2.收集與分享故事：為什麼來自於價值觀的總和，回想影響你人生意義重大的故

事，並練習用具體的方式與搭檔分享。 

3.辨認主題與草擬為什麼：從故事中辨識出反覆出現的想法、字句與感受。找出

最能打動你的主題，「為什麼」就會漸漸成形。 



  「做你喜歡的事」、「找到你的天賦」、「常保熱情」—這些都很有道理，但

完全不知道該如何付諸實行。理論上我們認同所有建議，但不知道該從哪裡改變

起。人要能始終保有成就感，不是因為「做了什麼」，而是他「為什麼」而做，

經由找出工作與使命感的關連，我們找出了自己的為什麼。這份工作能讓人覺得

自己對某樣超越個人的事物有貢獻。錢是結果，不是動機。 

  能感動人的公司，能博得長久信任與忠誠的公司，能夠讓人覺得自己正在實

現一個比賺錢更遠大的目標，要有更深層、更有感情的價值，要與遠大目標同盟。

我們對某件事物的感受，常常比我們的想法更有影響力。一旦明白了為什麼，不

論想達成什麼目標，都有一個可以參照的基準點。我們可以帶著明確意圖過每一

天，清楚自己的拼圖長什麼模樣，明白自己是為了什麼，然後直接走向那地方。

可能有些時候，無形的價值遭到忽略，是因為我們的能力不足，無法充分理解或

解釋，卻沒有耐心培養，或者不知道該用什麼量尺才能準確衡量。替自己描述清

楚為什麼，可以將之轉化成更有力的工具。 

（參考資料：高橋恭介、田中道昭著，王榆琮譯，未來履歷書、米果著，13 年

不上班卻沒餓死的祕密、賽門‧西奈克、大衛‧米德、彼得‧道克著，韓絜光譯，

找到你的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