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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 

（ 一）毕业生的总体规模 

汉语言文化学院共有应届毕业生 61人，其中研究生 35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的 57.38%），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21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33.43%），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硕士 14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2 2 . 5 9 %）。本科 2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 2.62%）。 

( 二）毕业生的结构 

1 ．性别分布 

学院 2017届毕业生总体男女性别比为 1:14.25；分学历来看，本科毕业生和 

毕业研究生女生人数均多于男生。 

男 女 性别比 

（男：女） 

1:7.67 

学历 
人数 比例（%） 人数 

23 

比例（%） 

88.46 本科毕业生 

毕业研究生 

合计 

3 

1 

4 

11.54 

2.86 

6.56 

34 97.14 1:34.00 

1:14.25 57 93.44 

表 1-1 2017届毕业生的性别分布 

2 ．生源地分布 

学院 2017届毕业生主要来源于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具体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1-1 2017届不同学历毕业生的生源地分布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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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率及毕业去向 

学院 2017届毕业生已就业人数为 57人，就业率为 93.44%。其中签约 33人， 

占已就业人数的 57.89%；打工 7人，占已就业人数的 8.77%；升学 1 1人，占已就 

业人数的 19.30%；出国出境 6人，占已就业人数的 10.53%；3人待就业，1人暂不 

就业。 

毕业生 

学历 

毕业生 

总数 

就业 

率 

签约 

人数 

打工 

人数 

升学 

人数 

出国出 

境人数 

待就业 

人数 

暂不就 

业人数 
专业 

汉语国 

际教育 
18  2 0 0 1 0 

95.24% 
( 85.71%) (9.52%) (0.00%) (0.00%) (4.76%) (3.4%) 

( 21） 

研究生 35 语言学 

及应用 

语言学 

10 1 1 0 1 1 

 

(71.43%) (7.14%) (7.14%) (0.00%) (7.14%) (7.14%) 

( 14） 

汉语国

际教育 

5 4 10 6 1 0 
本科生 

合计 

26 

61 

96.15% 

93.44% 

(19.23%) (15.38%) (38.46%) (23.08%) (3.85%) 

7 

54.10%) (11.48%) (18.03%) (9.84%)  (4.92%)  

(0.00%) 

1 33  11 6 3 

（ (1.64%) 

表 1-2 2017届不同学历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图 1-2 2017届不同学历毕业生就业类型统计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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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签约就业流向 

（ 一）地区流向 

汉语言文化学院生在学期间主要在京津地区学习、实习，对京津地区比较熟 

悉，故主要选择在京津地区就业，选择其他地区就业的原因多是因其家庭或恋人 

在此地区工作和生活。其中在本科生天津就业11 人，占就业人数的 44%,在北京 

就业 3 人，占就业人数的 12%；研究生京津地区就业者 20 人，其中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在天津就业 12 人，在北京就业 3 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75%；语言学 

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在天津就业 3 人，在北京就业者 2 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41.67%。其它地区的 13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5 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25%，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7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58.33%。 

图 1-3 2017届本科生就业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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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7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 

图 1-5 2017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 

（ 二）单位流向 

汉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就业基本以事业单位为主，最多的是从事教育行业。 

除了事业单位性质的教育行业以外，学生们很多也在民企中任职。选调生和 

村官也是学生的选择之一。本科生进入政府的 1人，占就业人数的 4%；进入 

民企工作的 4 人，占就业人数的 16%。研究生在事业单位的共 29人，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有 19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95%；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有 10 

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83.33%。考取公务员的毕业生2人，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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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有 1人，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5%；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有 1人， 

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8.33%。进入国企工作的毕业生 1人，为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专业，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8.33%。进入民营企业工作的毕业生 1人， 

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占其专业就业人数的 5%。 

 

 

图 1-6 2017届本科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图 1-7 2017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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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7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三）薪酬分析 

我院毕业生月薪1500元以下者1人，占已就业人数的1.75%；在1500~3000元 

之间者1人，占已就业人数的1.75%；在3000~4500元之间者6人，占已就业人 

数的10.53%；在4500~6000元者之间33人，占已就业人数的57.89%；在6000~8500

元之间者14人，占已就业人数的24.56%；8500~10000元之间者2人，占3.51%。 

学院各专业毕业生在薪酬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图 1-9 2017届毕业生薪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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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重点流向单位 

汉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就业多集中在教育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主要包括 

中小学教师岗位、大学行政岗位、教育培训机构及报社、政府机关、国企、民企 

等。目前暂无长期合作的招聘单位。 

四、国（境）内升学流向 

学院 2017届毕业生国（境）内升学共 1 1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18.03%)，其中 

本科毕业生 10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16.39%），毕业研究生 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1 .64%)，升学院校主要集中在本校。重点流向院校分布如下所示。 

本科毕业生国（境）内升学重点流向院校 毕业研究生国（境）内升学重点流向院校 

表 1-3 2017届本科毕业生国（境）内升学流向 

五、国（境）外升学流向 

学院 2016届毕业生国（境）外升学共 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 9.84%)，均为   

本科毕业生。重点流向院校分布如下所示。 

毕业研究生国（境）外升学国家分布 

 
 

 

 

表 1-5 2017届毕业生国（境）外升学流向 
 

表 1-4 2017届毕业研究生国（境）内升学流向 

国家 人数
美国 1
英国 3
日本 2

本科毕业生国（境）内升学重点流向院校 单位：人

院校名称 人数

南开大学 7

复旦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 1

武汉科技大学 1

毕业研究生国（境）内升学重点流向院校 单位：人

院校名称 人数

北京大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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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生在就业中存在的困难及原因分析 

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自2009年才开始招生。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专

业，社会各个领域对这一专业的认知度比较低，加之这一专业的部分同学需要在

国外进行一至两年的实习实践，部分同学临近毕业才回国，错过了许多就业机会，

只能等待下一年招聘工作开始。 

 

  七 、学院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措施 

1、举办就业形势分析、就业流程说明、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专题讲座。 

2、就业全程一对一辅导。 

学院毕业生人数较少，便于开展针对性更强的一对一辅导。因此，每年毕业

生就业工作启动后，学院会就毕业生就业意向选择、简历制作与修改、就业中期

的目标修定以及学生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助学生明确目标、调整

心态，更加高效地投入到求职过程中去。 

3、外派汉语教师志愿者。 

作为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学生，能够出国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对于同学们

来说不仅是一个培养国际视野、提高专业技能的机会，更是培养国家和民族荣誉

感、锻炼沟通合作能力、磨练意志品质、提高个人综合素质的舞台。为了给同学

们争取更多的机会，学院积极与国家汉办联系，争取名额，积极协助同学们办理

外派手续，为同学们的实习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4、举办教学技能大赛。   

由于专业原因，学院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希望从事教学工作。针对这一情况，

学院今年举办了第二届教学技能大赛，希望通过这一形式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

课堂组织能力，并督促大家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为就业积累实力。 

5、成立“毕业生党员就业工作组”。 

成立“毕业生党员就业工作组”，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毕业生党员就业工作

组”由毕业班党支部发起，负责每周搜索各大网站招聘信息，将相关信息整理成

文，每周一、三、五通过学院就业公邮向毕业生及时发布。 

6、编辑“优秀毕业生资源索引”。 

编辑“优秀毕业生资源索引”，向用人单位推荐优秀学生。汉语言文化学院

“优秀毕业生资源索引”包括学院介绍、学科介绍和学生介绍，其中学生介绍以

简历的形式出现，方便用人单位掌握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增加面试中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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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编写“优秀毕业生就业推荐信”。 

编写“优秀毕业生就业推荐信”，有针对性地做好个体就业服务工作。优秀

毕业生求职推荐信，由学生与学院就业指导老师共同撰写，根据学生特点、求职

岗位特点和用人单位特点编写，每位学生可以有多份个性化的推荐信，增加学生

求职中标率。 

 

八、有关学生培养的建议 

通过与同学们进行沟通，学院了解到大家对于加强课外实习实践的要求最为

迫切。近年来我校每学期都会举办实习招聘会，同学们非常希望能够扩大实习招

聘会的规模，或者多多发布实习岗位招聘信息，帮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实习实践

中去，了解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充

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