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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通过对就业力的跟踪评价，重点考察某外语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能力和知识的满足度、专业

核心课程的有效性，分析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切性，以此明确外语院校学生就业力的核心要素

和教学中亟须改进的方面。研究进而提出外语院校人才培养的优化方案，实现外语与专业、专业技能与实践

能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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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ducting follow-up investigations into employability among the graduates of a foreign language univer-
sity，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raduates' quality of employment，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meet
their job requirements，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re courses they have taken，and the relevance between university ed-
ucation and societal needs． In this way it describes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graduates' employability，and reveals th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study further offers the means to improve the programs and teach-
ing models at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ies，which involve thorough integ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disciplinary
knowledge，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actical ability，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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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化浪潮带来了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巨大变化，社会对外语院校毕业生的能力相应

提出了新的要求。外语院校现有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注重语言

技能的教学目标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由此，不少研究者从面向需求、培养能力、强化特色等

方面提出优化外语院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对策，其中需求分析是基础，只有准确了解学生毕业后

的知识和能力需求及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才能更好地制定人才培养的要求，规划人才培养的过

程，达成培养目标( 曹德明 2011; 庄智象等 2011) 。本研究通过跟踪调查外语院校毕业生，从

毕业生的视角分析外语院校学生就业力( employability) 的核心要素，探寻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与偏差，从而更具针对性地优化培养方案，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提高人才培

养的质量。

2． 相关研究回顾

就业力概念由 Beveridge ( 1909 ) 首先提出，是衡量 人 才 培 养 成 效 的 重 要 标 准。Gazier
( 1998，1999) 等对就业力内涵、就业力组成要素等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就业力不是一种特

定的工作能力，而是与所有行业、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Murray( 1994) 提出校友成就信息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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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定课程改革方案的指南。Quereshi 通过对不同性别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研，分析了课程

有效性问题，提出课程改革要积极回应雇主需求( 转引自 Cabrera et al． 2005: 7) 。1999 年欧洲

29 国共同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将“提升公民就业力”确立为欧洲高教体系改革的首要目标

之一。之后，更多学者对就业力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关系开展了研究。Knight ＆ Yorke( 2003) 、
Yorke( 2004) 、Yorke ＆ Knight( 2006) 认为，在设计或重新建构学校课程时，就业力是重要的考

量维度，并提出在课程方案设计中嵌入就业力培养的内容。Stiwne ＆ Alves( 2010) 对比了葡萄

牙和瑞典采纳“博洛尼亚框架”前后毕业生就业力和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差异。Speight et al．
( 2013) 、Tymon( 2013) 从政府、学校、学生、雇主等不同视角对就业力与学校教育培养的关联性

进行了分析。Jackson ＆ Wilton( 2016) 探讨了工学结合(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项目对本科

生知识、技能等的促进作用。此外，不少项目采用就业力研究成果来提升项目质量( Borden ＆
Ｒajecki 2000) 。

概而言之，20 世纪末以来，国外学者通过考察就业力指标观照人才培养过程的研究成果

不断出现，这些研究从宏观层面到具体学科都有涉及。国内相关研究则多停留于就业力结构

层面，探讨培养过程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外语人才培养的特

点，本研究尝试搭建外语院校毕业生就业力模型框架，通过调查数据检验培养过程中模型指标

的达成度，为外语院校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从新时期社会对外语院校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出发，基于就业力提升是人才培养的

重要目标这一认识，重点探讨以下问题:

( 1) 在就业力构成要素中，哪些是外语院校学生应具备的关键要素?

( 2) 外语院校人才仍欠缺什么关键能力?

( 3) 外语院校如何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升学生的就业力?

3．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教育成果视角，将毕业生作为大学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体现，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通过回顾总结文献，确定就业力的构成要素。然后，通过问卷调查毕业生的就业力。

为确保调查的效率及调查的专业性、客观性，本研究采用第三方数据。研究项目组与第三方数

据机构麦可思数据公司合作组成项目团队，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连续两年调查毕业半年后

的外语院校学生，借助量化数据进行科学诊断，重点考察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能力和知识的满

足度、专业核心课程的有效性、对专业教学的改进建议等。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结合学校人才

培养定位，提出优化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建议。
3． 3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某外语院校 2012 届、2013 届 3 064 名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的短期

就业力。国际劳工组织将就业力定义为“能促进个体运用各种可获取的教育机会和培训机

会，助其获得和保持体面的工作、在工作中进步以及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的可随

时呈现的能力与资格”( ILO 2004) 。198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

研讨会”提出，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 如技术操作能力、技术管理能力、技术诊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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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能力) 、一般能力( 如认知能力、表达能力、社会能力、生存能力) 、敬业精神、合作能力、意
志品质和健康心理等。美国劳工部 21 世纪就业技能调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就业人员应

该具备“五大能力”和“三大基础”，即统筹能力、合作与交际能力、获取与利用信息的能力、系
统运作能力、利用多种科技手段工作的能力和能力基础、思维基础、素质基础( SCANS 1991 ) 。
Carnevale ＆ Smith( 2013: 494－497) 指出，随着工业化时代转向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对于人

才技能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包含基本胜任力( 阅读、写作、计算) 、基础技能( 学会学

习) 、沟通能力( 听、说) 、适应能力( 解决问题、创造性思考) 、群体效能( 人际技能、协商、团队

合作) 、影响能力( 组织能力、领导力) 、个人管理( 自尊、确立动机 /目标) 、顺应力( 认知风格)

和应用技能( 职业能力、专业能力) 。
综合以往研究对就业力的界定与对技能的分类，本研究将外语院校毕业生就业力的构成

要素分为基础技能、基本工作能力、精神素养三大类，共包含 13 个项目( 见图 1 ) 。在 13 个项

目中，理解交流能力包括理解性阅读、口头沟通、聆听、理解他人等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包括科

学分析、批判性思维、数理分析、针对性写作等能力，应用分析能力包括系统分析、系统评估、排
解疑难、构思产品等能力，管理能力包括时间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协调安

排、判断与决策等能力。

图 1 外语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力模型框架

本次调查重点考察学生毕业半年后对就业力构成要素在工作中的重要度和满足度的反

馈。调查还收集分析了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基本去向、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对现状和母校的教

学、学生工作、生活服务的满意度，对课程设置的有效性评价，职业行业特色与区域经济贡献，

学业成绩对就业的影响等信息。
3． 4 调查过程

自 2012 年底，项目团队连续两年对某外语院校 2012 届、2013 届毕业生进行调研。2012
届毕业生共计 1 562 人，毕业生的有效邮箱为 1 431 个，其中 62 人拒绝参加调查，实际接受调

查的毕业生为 1 369 名。调查持续 79 天，回收有效问卷 566 份，问卷有效率为 41． 3%，覆盖 13
个院系 31 个本科专业的毕业生。2013 届毕业生共计 1 502 人，毕业生的有效邮箱为 1 438 个，

其中 57 人拒绝参加调查，实际接受调查的毕业生为 1 381 名。调查持续 59 天，回收有效问卷

695 份，问卷有效率为 50． 3%，覆盖 13 个院系 31 个本科专业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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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 1 毕业生就业总体描述

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就业人数前 4 位的行业是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 ( 19% ) 、金融

( 18% ) 、教育( 14% ) 和媒体、信息及通信产业( 9% ) ，并不局限于外交、外事等外语院校毕业生

的常见就业领域。毕业生就业人 数 前 4 位 的 职 业 是 财 务 /审 计 /税 务 /统 计 ( 17% ) 、销 售

( 13% ) 、金融( 银行 /基金 /证券 /期货 /理财) ( 12% ) 和行政 /后勤( 10% ) 。用人单位主要为中

外合资 /外资 /独资企业( 45% ) ，超过半数毕业生在千人以上规模的单位就业( 51% ) 。
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平均薪资水平为 6 021 元，高于全国“211”院校的平均水平 4 121 元; 工

作与自身职业期待的吻合度平均为 56%，明显高于“211”院校的平均值 44%。读研和留学毕

业生的比例高于“211”院校，其中留学的比例为 17%，高于“211”院校的 14%。读研和留学毕

业生对现状的满意度为 89%，明显高于直接就业毕业生 77%的满意度。
4． 2 学业成绩与工作的相关性

学生就业力中基础技能的培养主要在大学阶段完成，良好的学业水平能够为学生的职业

发展提供保障。从调查结果来看，学业成绩对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具有正面影响。学业较好

毕业生( 修读课程平均成绩 86 分以上) 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比学业不甚理想毕业生( 修读课

程平均成绩 80 分以下) 高出 5%。由此可见，学校培养对于毕业生的就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4． 3 对培养环节的评价

4． 3． 1 总体满意度

2012 届和 2013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分别是 95% 和 93%，均高于“211”院校同

届毕业生的平均值( 91% ) 。两届毕业生对母校教学的满意度分别为 90% 和 83%，但他们认

为学校在实习实践( 34%，62% ) 、课程内容( 26%，55% ) 、学习兴趣调动( 16%，39% ) 、课程考

核方式( 11%，24% ) 、教师专业能力( 5%，12% ) 等方面仍需改进。
虽然 2012 届和 2013 届毕业生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但按选择人数比例从高到低排列，有

待改进项目的顺序完全一致。其中，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需要改进的毕业生普遍认为需要加

强“专业实习”。
4． 3． 2 核心课程的重要度与满足度

课程重要度指毕业生判定的课程在自己工作或学习中的重要程度，课程满足度指课程满

足工作或继续学习需求的程度。就学业水平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而言，2012 届和 2013 届毕业

生对核心课程的重要度评价分别为 78%和 73%，其中读研和留学毕业生对核心课程的重要度

评价平均高出就业毕业生 14%。在核心课程的满足度上，读研和留学毕业生的评价却低于就

业毕业生，其中 2012 届和 2013 届读研、留学毕业生的满足度分别为 68%和 65%，两届就业毕

业生的满足度则分别为 69%和 73%。
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学校的教学总体满意。继续深造的毕业生给予核心课程重要度较

高评价，可以推断学校的课程设置更加符合学术培养的需求。就业毕业生对课程满足度的评

价高于继续深造学生，说明课程能够较好满足学生就业的需求。
4． 3． 3 能力、知识的重要度与满足度

对能力重要度的调查结果( 见图 2) 显示，有效的口头沟通能力( 82%，82% ) 、针对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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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72%，73% )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86%，86% ) 的重要性分别居理解交流能力、科学思维

能力和管理能力大类之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应用分析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作出反馈的学

生人数过少，图 2 未呈现相关调查结果。这体现了在外语院校毕业生的能力结构中，沟通交际

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比实际动手能力更为重要。

图 2 基本工作能力的重要度

能力满足度指学生毕业时掌握的工作能力满足初始岗位工作要求的程度。2012 届和

2013 届毕业生的总体能力满足度分别为 81%和 84%，均略高于“211”院校平均值( 80% ) 。在

理解交流能力中，各项能力的满足度依次为: 积极聆听( 87%，89% ) 、服务他人( 89%，85% ) 、
理解他人 ( 87%，86% ) 、积极学习 ( 82%，85% ) 、学习方法 ( 82%，82% ) 、有效的口头沟通

( 79%，81% ) 。在科学思维能力中，针对性写作的满意度分别为 73%和 77%。在管理能力中，

各项能力的满足度依次为: 协调安排( 86%，89% ) 、时间管理( 81%，82% ) 、指导他人 ( 80%，

81% ) 、谈判技巧( 67%，72% ) 、说服他人( 66%，62% ) 、人力资源管理( 65%，61% ) 。从中可以

发现，各类能力中最重要的有效的口头沟通能力、针对性写作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满足

度却相对较低。
在知识的重要度( 见图 3) 方面，两届毕业生认为外国语知识最重要( 76% ) ，体现了学校

人才培养 过 程 中 鲜 明 的 外 语 特 色，学 生 能 够 获 得 丰 富 的 外 语 知 识 储 备。经 济 学 与 会 计

( 71% ) 、人事与人力资源( 71% ) 、营销与沟通( 63% ) 、心理学( 63% ) 等知识的重要度依次排

后，但这些领域知识的满足度相对居后，未能有效满足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需求。社会学与人

类学( 41% ) 、计算机与电子学( 43% ) 、数学( 43% ) 知识的重要度排在末三位，但均得到很大程

度的满足。满足度居前的知识分别是中文语言 ( 98% ) 、外国语 ( 91%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88% ) 和文秘( 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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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核心知识的重要度及满足度

4． 4 精神素养提升

根据调查结果，两届毕业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学校帮助他们在包容精神 ( 50%，

57% ) 、努力上进( 54%，55% ) 、关注社会( 54%，51% ) 和乐观态度( 51%，50% ) 方面提升较多。
这说明外语院校国际化程度较高，学生普遍具有较为宽广的视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但在参

与公益( 34%，37% ) 、知恩图报( 18%，19% ) 、遵纪守法( 13%，17% ) 等实践素养层面，学生普

遍认为提升不是很大。也有学生认为学校对素养提升无任何帮助( 2%，3% ) 。
4． 5 小结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了解了毕业生从事的主要工作种类及工作岗位对知识、技能、能力的

要求，得出以下结论: ( 1) 外语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得到很大拓展，工作不再单纯与外语保

持高相关度，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多个行业领域。因此，外语院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能

力素养也需相应拓展。( 2) 毕业生对学校就业力的“基础技能”培养基本认可，对学校总体教

学满意度较高。外国语是最重要的核心知识，且在学校接受的外语教育能较好地满足职场需

要; 经贸、管理知识也相对重要，但学校提供的教育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就业需要，有待进一步加

强。( 3) 毕业生对“基本工作能力”的满足度有待提高。实习实践教学不能满足要求，专业实

习亟待加强。理解与交流能力、科学思维能力、管理能力中最重要的是有效的口头沟通能力、
针对性写作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但这三种能力的满足度有待提升。在精神素养方面，毕

业生的包容精神、努力上进、关注社会等方面得到较大提升。

5． 优化外语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建议

基于对毕业生调查结果的分析，为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外语院校应打破传统培养定式，变

革课程体系，创新培养模式，拓展培养渠道，实现“三个深度融合”。
5． 1 完善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搭建跨学科跨专业培养平台，实现外语与专业的深度融合

德雷克·博克( 2006: 45－53) 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涵盖智力、表达能力、道德推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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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人际交往能力等多方面。外语院校毕业生对于知识拓展

以及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管理能力提高有着较强的需求。由此，外语院校在继续保持并发挥

外语特色的同时，要摒弃以往较为狭窄的偏向外语技能提升的课程设计，确立更加合理的课程

体系。课程体系要做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确保全面、均衡地传授知识，培养学生

良好的思考习惯和工作能力。除了通识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之外，培养方案中还可设置学

科大类课程模块，通过开设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搭建跨学科辅修专业平台，为学生提供广博、
深入的知识，帮助他们拓宽专业口径，开阔眼界，实现知识的交叉融合。更为重要的是，跨学科

学习能够强化思维训练，提升人文素养，培养综合能力。针对毕业生反映的经贸、管理知识不

足的问题，学校要统筹全校资源，搭建校级层面的“外语+专业”跨学科培养平台，开发和建设

相关全英语教学课程模块，开展基于内容的外语教学，架构起立体多元的学生成才通道。
5． 2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打造独具特色的实践项目，实现专业技能与实践能力的深度融合

实践教学是外语院校人才培养的短板。针对本调查反映的专业实习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外语院校可借鉴诸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等国外高校的做法，探索将就业力培养嵌入培养方案

( Speight et al． 2013) 。学校可通过各类专业实习项目、校内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等，建立学校与学校、学校与政府、学校与企业、学校与科研院所等的实践基地共建

共享机制和协同育人模式。各专业可尝试与协作单位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方

案，建设教学内容，打造品牌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增强感性认识、巩固书

本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实习项目设计要充分运用外语院校的外语资源

优势，通过实践活动加强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对不同环境中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
容性以及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的灵活反应能力。

5． 3 拓展人才培养渠道，创设多元文化交融的培养环境，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深度融合

在全球化背景下，自我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是国际化人才的必备

能力，其中跨文化沟通能力更是外语院校学生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国内外语院校在教学中

多以课堂教授为主，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引导不足，尽管近年来也逐渐重视多媒体教学、启发式

教学改革，但在实践中教师的积极性不高，实质性的改变和提高进展缓慢”( 曹德明 2011: 4) 。
本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论断。我们认为，课堂展示、小组讨论、课题研究等是培养学生探

索性、批判性思维的有效教学活动。同时，外语院校应加强与国外高校合作。一方面，拓展师

生国际交流渠道，探索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的模式，鼓励学生参与境外交换生学习、国际学术

会议等学习实践活动; 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国际学生，促进中外学生在共同学习过程中的合作

与交流，创造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环境。国际交流有助于学校对比国内外专业课

程设置，加强课程开发，推进课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整合，在教学中依托多元文化背景，在专业

知识传授中融入文化价值思考，既注重中国情怀的养成，培养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又重视国

际视野的拓展，引导学生学会思辨、学会沟通、学会合作，提升其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

力。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毕业生的调查分析，揭示了社会对外语院校毕业生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的要

求，表明外语技能、经贸知识、管理知识、有效沟通、针对性写作等是外语院校毕业生就业力的

核心构成要素。外语院校的外语教学优势确保了学生具备良好的外语技能，但外语院校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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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相关知识、沟通能力、写作能力、管理能力等关键素养与能力的培养。结合调查分析结果，

研究重新考量外语院校人才培养体系，建议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和拓展培养

渠道，为学生积蓄多种职业普遍需要的技能、知识、能力和素养，使他们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国

际化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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