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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韩企对大学韩国语专业教育的要求分析
全美花　陈　康　王昊德　杨　顺

（江苏海洋大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连云港市地理位置优越，加之如今的政策及战略优势，

韩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对语言人才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调查

研究韩国企业真正需要的韩语专业人才成为目前大学韩国语语言

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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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的背景及目的

在我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构想，规划出世界上最长的经济走廊的背景下，我国与各国之

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强，韩国、日本等外企在国内的发展前景不

可限量，企业对于韩语专业人才需求量急剧上升。加快语言人才

的培养已成为外语教育建设的重要一环。

2019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江苏）自由贸

易试验区并印发《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其

中连云港市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江苏沿海主战场，拥有国

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等国家战略资源，

在港韩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本课题主要以连云港市的韩企具体

需要什么方面的专业人才，才能为今后的韩国语教育做出改善为

主题进行研究，从而提高韩国语专业大学生专业素养，培养出更

多更优秀的适应社会环境的专业人才。

二、韩企对韩国语专业教育的要求

（一）对职业素质的要求

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韩国企业重视集体主义，尤其是希

望员工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同时，也要求专业人才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具备高度责任感及诚实守信、吃苦耐劳、

积极上进的精神，能够展现出自信上进的面貌，对韩国的社交礼仪、

职场文化、社会文化需要充分了解，且要求偏高。需和企业内的

中韩员工都能够和睦相处。

（二）对语言知识的要求

具备执行业务的基本的韩国语专业知识。这其中不仅包括韩

国语语言知识的语法、词汇量、发音、语调等，还包括业务相关

知识及背景知识。大部分具备中高级韩语实力的韩国语人才在韩

语的日常交流和基本业务方面没有大碍，但将专业知识灵活运用

所展现的专业口译和翻译尤其略显不足。 

（三）对语言交际技能的要求

韩国企业对韩语人才要求较高的技能主要集中在口语的输入

与输出，以及母语与目标语的相互转换方面。其中对口语的要求

能力明显要高于书面语，拥有较高的听力理解及口语表达能力尤

为重要。

（四）对背景知识的要求

即使韩语专业人才主要担当韩国语方面的工作时，也务必具

备一定的本企业业务专业知识，才能够更好地完成自身的工作。

同时，对韩国的社交礼仪、职场文化、社会知识等也有较高的要求。

三、大学韩国语教育的发展方向

（一）根据大学外语教学目标与企业需求建立新的专业教育

理念

大学外语教学目标旨在培养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兼备的应

用型人才。据本次调查结果，韩企要求韩国语人才具备较强的

专业语言知识和技能以外，要求学生掌握各方面的背景知识。

在韩国语专业教育中，可以适当采用语言教学为辅助、专业或

文化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将韩国语教学和专业教学、文化教

学融为一体，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更要培养良好

的素养和文化内涵。

（二）教学中加强专业语言知识，实践中强化语言技能

语言交际能力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发

音的正确性和和词汇、语法的积累。牢固的专业知识不仅是语

言实践的基本，还是评价个人韩国语水平的主要标准。大部分

韩企要求韩国语人才具有中高级水平，而评价韩国语水平的基

准就是 TOPIK 等级。语言教学不应该把教学重点放在词汇以及

语法等基础知识，但是词汇量和语法的活用达不到一定标准，

实践中必会遇到很多局限。与此同时，专业教学中必须要强化

语言技能训练。专业必须课和实践课要达到一定比例，学生可

以通过校内实践课完成知识的内化。也可以通过校内外演讲比

赛、写作比赛、翻译比赛、知识竞赛强化语言技能，通过校外

实习增强交际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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