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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市场对外语专业人才需求逐渐增加，但外语专业人才的就

业形势仍不乐观。本文通过对我高校对外语专业学生就业现状的分析，发现各大高校的外语专业人才培

养仍然与市场需求存在差距。其原因主要在于，在用人单位对外语专业人才多元化能力需求增加的情况

下，高校传统的人才培养改革并未与之适应。因此，未来高校应从对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专业能力、非

外语专业能力、综合能力的培养三方面实施适应就业市场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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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country’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market demand for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s is increasing, but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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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s is still not optimistic.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sit-
u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 our universi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still a gap be-
tween the training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and the demand of the marke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employers for diversified abil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the traditional talent 
train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not been adapted to it.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arry out personnel training reform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ployment marke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 
non-foreign languag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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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对外语专业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多。但是，

高校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进入职场往往很难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导致我国外语专业人才的就业形

势并不理想。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社会突发状况的影响，外语专业人才就业呈现低谷。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外语专业人才在

宣传中国文化方面的责任与日俱增，与此相关的外语专业人才就业岗位也相应增多。因此，未来需要寻

求一条适应市场需求以及时代发展的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路径。 
本文将通过对我国高校对外语专业学生就业现状的分析，挖掘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

间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视角，探究在二十大召开以来的新

时代新背景下，外语类学科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 

2. 外语专业学生就业现状 

 
Figure 1. The careers of graduates 
图 1. 毕业生从事的职业 

 

据颜小雅等(2021) [1]指出，近年来，外语专业毕业生从事与外语相关工作的学生人数较少。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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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外语相关就业岗位的薪资待遇很难满足毕业生的要求。第二，外语专业面临专

业人才过剩的问题，市场上外语相关的岗位相对较少，满足不了外语专业每年大量的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同时，市场需求对外语专业学生复合能力的要求较高。第三，近年来受公共卫生安全影响，许多赴外工

作机会的取消导致外语相关工作岗位减少，进一步增加了外语专业学生就业的困难度。 
以日语专业毕业生为例，以从事日语相关工作的毕业生为对象的“有关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1 的结

果显示，毕业生从事的职业涉及领域多样(见图 1)，其中从事过日语相关职业的毕业生为总毕业生人数的

55.84%，约半数的日语毕业生就业后选择了日语相关职业。据王佳茜等(2022) [2]分析，其中，33.33%认

为目前职业与理想职业之间有差距。关于产生差距的理由，个人专业能力不足占 21.4%，个人综合能力

不足占 27.3%。 
从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相关度看，王健等(2022) [3]将上述调查中“目前职业与理想

职业之间的差距”产生的原因总结为以下两方面。第一，目前部分外语专业毕业生毕业后进入就业环节

时面对的一大窘境是在校期间积累所获的理论相关知识不足以支撑职场需要，即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无法

与实际生产需要接轨。第二，受限于我们国家的教育模式。学校提供的实践课不足，缺乏职业化教育，

使得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本质上没有过多的实际经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学生就业难度。具体而言，

首先，从近年的社会背景看，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到来导致学校原有的就业指导工作因为缺乏经验以及时

间过于仓促无法正常进行，没有形成在疫情视角下完整的就业指导与方法；其次，从外语专业人才的市

场需求看，外语相关职业需求的方向性较强，相较于较为宽泛的校内所学理论更为尖锐细致，学生群体

未接受有专业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对与其就业方向及从事领域的认识不到位，部分学生对就业方向没有

规划，对于自身的就业方向不明确。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相关度不高。 

3. 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偏差分析 

3.1. 市场对外语专业人才的要求 

从近年外语专业生整体的就业形势看，外语专业学生就业市场对毕业生外语专业能力和非外语专业

能力的要求都有了新的变化。 
从就业市场对择业者专业能力的要求来看，樊颖(2022) [4]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稳定向好

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人才更有可能前往国际市场寻求出路。其进一步分析，就业市场显然需要具备扎

实的基本技能、完整的知识结构、广阔的视野、创新能力和优秀的跨境沟通能力的外语专业人才。换言

之，以日本就业市场为例，当前的日本就业市场要求员工在稳定日语能力的基础上建立理解和沟通能力、

科学思维和应用分析能力，将语言应用与国际化相结合。 
同时，就业市场明显对非外语能力的其他能力要求越发显著。潘梦娜等(2020) [5]以贸易管理为例，

发现除了外语专业知识以外，企业对第二外语也有相应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复合型人才：外

语+。当今时代，外语 + 计算编程、网络安全、能源动力、生物与医药等等学科俨然成为就业热潮。 
在这样需要具有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的市场上，各大高校的外语专业教学培

养仍然与市场需求有较大差距，正处于初步调整改革阶段。 

3.2. 高校对外语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 

郑伟华(2019) [6]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现阶段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第一，大部分外

语专业院校依旧沿袭传统模式，更侧重于课堂黑板教学，以夯实学生的基础听写能力为目的，实践类课

程占比大大低于书面课程教学。其次，外国语学院作为独立学院，很少院校能够结合其他第二学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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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多元性和开放性在外语专业教学上明显缺失。第二，众多高校忽视了毕业生与职业岗位对接问题，

教学培养过程中很少有学校可以做到让学生走进企业，让企业走进学校，学生缺乏职业性成为了毕业生

作为就业小白的硬伤。因此，在外语专业改革的道路上，高校应该优先调整培养模式，使人才迎合社会

需求，优化课程体系，增加应用型课程，强化校企合作，使学生提前具备实习能力，这些都将会推动外

语教育体系改革迈上新台阶。 
此外，固有观念认为相较于理工类大学，外语类学科在文科类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中更具学科优势。

但是据陈潇(2014) [7]的分析表明，理工类大学在培养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教育上有不同于综合类大学的

优势。其原因为理工类高校理工类学科齐全，外语专业学生能更多地接触到理工科资源。虽然就人文教

育方面理工科学校与文科类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仍有差距，但其在外语专业教育的特殊优势也能开拓对外

语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4. 适应市场需求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建议 

通过对外语专业人才的就业现状以及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偏差分析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与疫情防

控态势良好的背景下，寻求适应就业市场发展需求的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之路是我们亟待解决的

问题。 

4.1. 外语专业能力的培养 

随着就业市场对日语专业性要求的不断提升，高校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听说能力培养的强化。

其次，用人单位并没有拘泥于应聘者必须获取国际日本语考试一级证书，而是更加注重日语语言的综合

运用能力。这就需要高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将理论应用到实践工作中的能力。在课堂之外为学生创造用

外语沟通交流，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环境。另外，在知识积累方面，应帮助学生树立成为复合型人才的

成长目标，在学习专业知识同时也应拓展知识面提升具有实用性特质的技能。 

4.2. 非外语专业能力的培养 

随着就业市场对非外语能力的其他能力的要求不断增加，高校需要建设培养学生“外语 + 其他”的

能力的人才培养体系。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科类、理工类大学，都应该积极发挥高校本身的学科

优势，建立外语学科与优势学科的联动机制，制定相关的课程方案，帮助学生在夯实日语专业能力的基

础上，学习“金融”“计算机”“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将自己培养成“日语 + 其他”的复合型人

才，从而在就业市场中获得独特优势。 

4.3. 综合能力的培养 

除了外语与非外语专业能力以外，综合能力的培养也是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

语专业应该要根据课程设置特色安排相应的课外实践课程，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开展外语竞赛，建立学

习小组，建立创新项目，开展课外实践等，主要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为适

应市场做出更好的准备。学校应该积极和企业共建在线学习网络平台，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的双向资源

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 
最后，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而言，各大高校应该贯彻“二十大”中的精神，开设相关的文

化类应用课程，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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