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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吉林外国语大学2017—2020年德语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及分析，并对搜集到

的相关文献及材料进行剖析，希望找到合适的策略可以改善“小语种+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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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German major graduates i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7 to 2020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collected, hoping to find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 + maj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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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逐年

增加，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

经济结构的转型等，就业形势变得越来

越严峻。2021年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909

万，在毕业生人数日益增多的同时，高

校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不仅是不断增加的

毕业生人数，还有自身能力能否适应社

会发展的问题。 

1 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吉林外国语

大学2017届、2018届、2019届、2020届

的德语专业毕业生（将2019年、2020年

英德双语方向的毕业生也纳入调查范

围），其中包括2017届毕业生83人，2018

届毕业生81人，2019届毕业生164人，

2020届毕业生171人，共计毕业生人数

499人。另外，研究小组选取该校2020

届德语专业毕业生5人（已就业）以及

2021届德语专业毕业生7人（已就业）为

访谈对象，对该部分毕业生进行择业问

题和就业问题的在线采访，进一步分析

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可能因素。 

1.2研究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主要为查阅资料法、

调查法、互联网信息收集法这三种。研

究小组对吉林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学

生工作办公室提供的《2017年至2020年

德语、英德就业情况统计》进行分析，

对2017年至2020年德语专业年毕业人

数、年直接就业人数、年升学人数、年

求职中人数以及就业率共5个方面的信

息有了大致了解。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

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和就业情况，研

究小组在线采访了12位已就业的德语专

业大学生，了解他们目前的就业方向是

否与德语相关、就业情况、职业发展，

以及对学校就业指导的满意度等，研究

小组获取相关数据后，采用定量分析的

方法将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结合2017届、

2018届、2019届和2020届德语专业大学

生的就业现状、实际就业率、社会和企

业单位的用人标准，并综合收集整理大

学生就业相关的基本情况，分析大学生

的就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缓解大

学生就业难问题提出有效对策。  

2 研究结果     

2.1 2017—2020届毕业生去向分析 

共计调查2017届、2018届、2019届、

2020届的德语专业毕业生499人，如表1。

其中2017年德语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为

79.52%，2018年就业率上升为95.06%，

2019年就业率为91.46%，2020年就业率

为82.46%。这四年的平均就业率为

87.13%，达到就业率平均值的是2018年

和2019年，2017年的就业率只有79.52%，

远远低于平均值标准。但2018—2020年，

我们可以看出直接就业人数是上升的，

不难发现这一定与学校积极引导大学生

就业有关系，不然就业率不会出现大幅

增长。从表1中，研究小组发现2018年和

2019年这两年的升学人数非常多，几乎

占到了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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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多使可纳入计算范围的就业人数基数

增大（见表格补充），这也是导致就业率

上升的因素之一。从表1中还可以得知，

2017年和2020年的升学人数分别占毕业

生人数的19.28%和20.47%，而2018年和

2019年的升学人数占比为41.98%和

38.41%，为何这两年的升学比例会突然

增大？研究小组立刻查阅了大量资料，

发现2018年因全球股市震荡，导致世界

范围内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我国的实

体经济遭受冲击，多数行业亏损面扩大。

同时这场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不

利的影响，多数人选择升学，从而拉动

升学比例的上升。2020年，随着国内经

济逐渐回暖，社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升学人数较2019年降低了44.44%，

直接就业人数较2019年增加了21.84%，

可见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会对大学生就

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表格补充： 

（1）直接就业人数包括签就业协议

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

形式录用就业、自由职业（已就业）、自

主创业共计五种形式就业的人数。 

（2）升学人数包括考研升学和出国

留学两种形式升学的人数。 

（3）就业率计算公式=就业人数/

毕业人数；就业人数=直接就业人数+升

学人数。 

（4）平均值采取四舍五入法。 

2.2 2017—2020届毕业生直接就业

去向分析 

共计调查2017届、2018届、2019届、

2020届的德语专业毕业生中选择就业的

286人，如表2。德语专业的就业人员去

向主要集中在四个行业：教育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制造业。我们进行整理与分析

后发现，这四个行业中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及制

造业多与经贸和工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这和德语系“小语种+专业”课程的

两种模式——“德语+经贸”与“德语+

汽车”遥相呼应，且这三个行业四年平

均就业占比值达到了62.9%，这反应出德

语系的人才培养机制是产生了一定效果

的。但从表2中，研究小组发现四种行业

的就业占比并不是平均的，而是出现了

较大差距。如：2018年教育业就业人数

占比仅有4.65%，同比2017年下降了

15.35%；2018年批发和零售业就业人数

占比达到了37.21%，同比2017年上升了

19.21%；201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为

9.30%，同比2017年下降了14.70%。显然

2018年金融危机对这三个行业造成了影

响。同时细心的研究小组发现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一

直很平稳，且有上升的趋势，这反映出

毕业生喜欢进入这个行业，同时反映出

这个行业巨大的优势。 

2.3毕业生访谈数据分析 

访谈共计调查往届德语专业毕业生

5人，应届毕业生7人。调查的内容主要

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就业方向是否与德

语相关、就业情况、职业发展以及对学

校就业指导的满意度。调查显示：12个

人中有11人在毕业时直接选择就业，毕

业后就业方向和德语相关的有9人； 5

名往届毕业生工作后仍然是普通职员；4

名往届毕业生热爱自己现在的工作，但

他们想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后去

一个更好的平台发展。这表明德语专业

的人才培养机制确实产生了效果，多数

毕业生喜欢从事和德语相关的工作。但

是在调查7名应届毕业生对于学校的就

业指导满意度时发现，有5人比较满意学

校的就业指导，而剩下2人对学校的就业

指导均不是太满意，这表明毕业生就业

与学校的就业指导也有一定的关系。 

3 德语人才“失业因素”分析 

研究小组根据2017年至2020年我校

德语专业、英德双语专业学生就业情况

统计表，并通过访谈12名毕业生，发现

虽然金融危机对选择工作还是升学有着

明显的影响，但学生的德语专业能力、

家庭经济情况、学校是否帮助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就业观与学生的择业也有一定

的关系。因而可以得出，德语专业大学

生就业既与学生个人基本特征相关，也

受一些社会因素（包括学校）的影响。研

究小组 后综合参阅了大量文献后，将

“失业因素”大致分为个人因素和社会

因素两个方面。 

3.1个人因素 

3.1.1个人专业能力不足 

一些德语学生在校期间处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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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没有具体目标，不做长远打算。

他们没有专心学习德语专业知识，大学

期间专业知识的学习没有引起他们的

重视，该有的专业课程知识没有很好的

吸收，在空闲时间也没有寻找机会去提

高自己，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不足，与德

语专业相关的从业证书不多。这些学生

是因为懒惰导致个人能力不足而无法

满足工作需求，就会被用人市场忽略、

淘汰。 

3.1.2专业相关工作经验不足 

许多德语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工

作经验不足，尤其是与本专业相关的工

作实习经验不足。许多德语学生在校兼

职或外出兼职多选择服务行业，例如在

肯德基、海底捞等大型全国连锁店应聘

服务员。实习经验与专业相关度不高，

这样的实习经历再多，也无法使专业工

作能力得到提升。 

3.1.3选择继续深造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许多德语学生

担心目前的就业前景不理想，因而放弃

毕业后直接就业的想法。根据调查结果，

可以看出有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继续

深造——考研或出国留学。近年来，本

科生报考研究生的数量飞速提升，到

2021年考研报考人数已经达到了377万，

这是一个特别恐怖的数字，可以看出越

来越多的本科生不满足于现在的学历，

想要通过深造升华自己的人生，而暂时

放弃就业。 

3.1.4出国留学 

很多德语专业学生选择在毕业后出

国留学，而小语种学习需要语言环境才

能得到提升。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稳步

提高，出国留学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

可以承担的生活学习支出。且许多国外

大学“松进严出”，德语学生在申请国外

大学时也少了许多限制，多了许多选择

性。许多德语专业的学生为了更好地提

高自己的能力与眼见选择出国留学，这

也是导致德语专业学生放弃就业的原因

之一。 

3.1.5不适应身份转变 

德语专业学生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教

育标准一步一步走到大学里的。在过去

二十几年的人生中，其中十六年都是以

学生身份生活在校园当中，毕业后学生

无法立刻适应身份的转变，应届毕业生

身上还充满学生时代独有的稚嫩与青

涩，不能很好地融入工作与社会，从而

导致择业困难、就业艰难。  

3.2社会因素   

3.2.1社会经济发展 

在选择工作方面，经济的平稳运行

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

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应届毕业生就想避

开这个时间点。201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

全球股市震荡引起的，我国的实体经济

遭受冲击，多数行业亏损面扩大。我国

在这段时间的经济基本是靠房地产拉起

来的，实体经济很差。当金融危机来临

之时，地价已经升到极限了，房价也不

能再往上升了，而当房地产发力不足时，

实体经济的情况也会变得不容乐观，进

而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进一

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毕业时选择工作

还是升学，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为了

避开金融危机这个时间点，升学对他们

来说是 好的方式。 

3.2.2市场需求 

德语本科毕业的学生还不能胜任与

德语专业相对口的工作，如德语专职翻

译。主要原因是工作内容与德语专业对

口的职业，其对于工作经验都有较高的

要求，然而本科学历的德语专业学生所

具备的语言知识和能力并不能胜任与专

业匹配度较高的工作，因此许多人会选

择其他专业要求不高的工作，如跨境电

商、外贸公司等。 

3.2.3用人单位 

许多用人单位对德语专业的学生要

求较高，多数会选择名校毕业的学生，

作为普通院校的学子，所具备的文化水

平及专业水准并不能满足多数用人单位

对人才的需求，因此普通院校德语专业

的学生相比于名校德语专业的学生，在

本专业上就业机会较小、竞争压力较大。

此外，一些大中型的德资企业在筛选应

聘者时更倾向于要求员工熟练掌握英

语，德语成为求职时一种考核标准不甚

严格的技能，企业的低需求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德语专业就业形势的疲软。 

3.2.4学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本科院校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不

仅表现在面试时需要的一些证书上，也

在于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制定的人才

培养政策、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力度

等多个方面。因此，学校是否能在课程

的设置安排上充分考虑学生未来就业的

需要，是否把就业指导融入教学，能否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都会对

学生的就业产生不小的影响。吉林外国

语大学德语专业的“小语种+专业”课程

目前有两种模式——“德语+经贸”与“德

语+汽车”。据调查，“小语种+专业”模

式中，经贸类及汽车类课程课时较少，

所授大多为理论性知识，无相关实践技

能类培训，在学生未来的就业过程中，

所学理论不能与实际操作具体融合。 

4 对策和建议      

4.1个人方面 

4.1.1强化专业知识，提升自身能力 

无论就业形势如何严峻，自身实力

强劲的人才都能在就业市场中找到满意

的职位。这启示学生依托学校“小语种+

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提高德

语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并合理地利用学

校提供的平台积极学习更多知识。例如

德语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通识

选修课，使选修课上的知识和德语相结

合，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德语

专业的学生可以选择学校的双学位项

目，积极学习国际经济与贸易知识，争

取在两年的学习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学

位，成为具有双专业背景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 

4.1.2增强实际操作能力 

当代学生缺乏的不是专业素养，而

是实际操作能力。通常情况下，学生只

会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而不会去

思考怎么把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在

这种情形下，学生应该把自己置于实际

的实践场景之下，让自己去思考、尝试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平时的学习中，

可以设置专门的问题设置及处理小组，

小组内部分成员一起设置实际问题，再

由其他小组成员集思广益，想出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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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具体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提升学

生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2学校方面 

4.2.1紧跟时代潮流，倾听企业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企

业对外语类毕业生的要求不再单纯的停

留在有过硬的语言技能上，还要求毕业

生拥有除语言外的其他类型专业知识。

“语言技能+专业知识”双背景下的人

才，才能在企业尤其是优质企业招聘时

更胜一筹，这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提

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学校方面应当及

时倾听企业需求，定期派出老师代表深

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动向，回校

后形成企业调研报告，便于学校及时调

整人才培养机制。 

4.2.2优化课程结构，推进“小语种

+专业”中专业类课程的实践工作 

吉林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的“小语

种+专业”课程目前有两种模式——“德

语+经贸”与“德语+汽车”，调查发现，

“小语种+专业”模式中，经贸类及汽车

类课程课时较少，所授大多为理论性知

识，无相关实践技能类培训，在学生未

来的就业过程中，所学理论不能与实际

操作具体融合。就此，校方应该积极采

取措施，通过校企合作或建设专业实习

基地等方式，优化课程结构，推进和落

实“小语种+专业”中专业类课程的实践

工作。 

4.2.3加强就业指导，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就业观 

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学校应

该加强就业指导，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

需求，分时间段为学生安排就业指导课

程及讲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适当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以期在求职

时能够沉着冷静、从容面对。 

5 结语 

一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往往取决于其

就业市场的需求和要求，学生们应制订

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利用空闲时

间多学习一些新的专业知识，增强自己

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为自己的就业做

好准备。 

基金项目:  

吉林外国语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小语种+

专业”模式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效果的探

究——以吉林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就业

状况量化分析结果为测量指标》（编号：

202010964020）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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