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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日语”背景下师范类院校日语专业
就业调查与思考
——以咸阳师范学院为例

李  星    杨梓秀    陈隆玉    胡琼予
（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近年，随着日语高考考生逐年增长，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日语高考考生培养需求并结合我校师范院校的特色，培养出更多更

优秀的日语教师，进行了我校日语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与研究。希望通过对我校日语专业的调查与研究，推动师范方

向课程体系建设以期进一步提高我校日语专业就业竞争力。

高考日语；师范院校；日语专业；就业调查

1、研究背景及意义

因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
升。为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其中明确了日语专业学科基础、人才培养等重要问题。同时“一
带一路”中也表现出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和重视。特别是对能
将中国故事、中国文化向外传递的中翻外人才的渴求。教育部
发布了《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该规定中明确
指出除英语外，日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等 5 个小
语种同样可以作为高考外语语种。

随着国家对小语种人才的不断重视，小语种考生在不断增
多，而日语是小语种中报考人数最多的语种。因此日语高考考
生数量在逐年攀升。据教育部数据统计，高考日语考生由 2017
年 1.6 万余人，到 2020 年已经超过 10 万考生。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高考日语考生的学习需求，将需要更多
的日语教师人才，而这个责任势必会落在高等院校的肩上。但
由于我国已有多所院系开设日语专业，必然会出现更加激烈地
竞争。因此，为将我校日语专业建设成为具有本校特色的日语
专业，以及为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综合竞争力，也为给我校及其
他师范类院校今后在日语专业建设与改革上提供一定的参考价
值，进行了我校日语专业就业情况与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日语专业就业现状

我校日语专业于 2013 年开始进行第一届招生。现已有 5
届毕业生。

图 1（日语专业就业率）

毕业届 2017 届 2018 届 2019 届 2020 届 2021 届

一次性就业率
（含升学） 94.9% 96.9% 96.8% 44% 100%

日语教师就业
占比 8.1% 9.37% 24.1% 45.5% 59%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除 2020 届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
影响就业率外，其他年级毕业生就业率在 94.9% 以上。且从日
语教师就业率占比中可以看出逐年递增且呈直线上升趋势。

我们对毕业生对工作是否满意的调查中，日语教师就业岗
位的同学们满意度要高于其他就业方向的同学们。在问其原因
时大多为工作相对稳定、工资有保障、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等。
特别是薪资满意度，更是日语教师岗位高于其他岗位。2020 届
和 2021 届中日语教师占比高于其他年级毕业生因此导致薪资
满意度高于其他年级。

毕业后会为了工作考取哪些证书的调查中，回答教师资格
证的毕业生占比也在不断增多。由最初的 17 届毕业生的 15%
已经上升到 21 届的 60%，由此可见“师范 + 日语”的专业越
来越受同学们追捧。

你认为大学课程中哪类课程对你的工作帮助最大的调查
时，认为日语能力提升课程帮助最大的毕业生为 43.5%，认为
日语基础课程帮助最大的毕业生为 32.5%。可见日语能力提升
课程对毕业生工作中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还对日语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查，你认为如果在日语专
业培养中可以添加一些课程，这些课程是什么？的问题。也由
最初的 17 届回答的日语商务或计算机日语方面转向为 20 届和
21 届的高中日语教材分析、教案编写、日语教学实践等课程。
这些问题的调查也反映出目前毕业生就业的倾向性。更多的同
学希望开设教师资格证相关课程。也有部分同学提出希望开设
日语口译、日语笔译、中国文化翻译等实际提高日语沟通能力
以及如何传递中国文化的课程。

在课堂中回答问题以及与老师积极沟通的调查中显示，只
有不到 20% 人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课堂问题并常与老师进行沟
通。这些数据能表现出同学们自主学习的意愿不够强烈。

在工作中日语能力是否可以较好胜任工作的调查中，日语
教师就业岗位的毕业生中 85% 以上可以较好胜任工作，而日本
企业或者日语翻译岗位的毕业生中只有 32% 表示可以较好胜任
工作。这也体现出“日语 + 专业”的重要性。

在大学人生规划问题进行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表
示在明确了自己就业方向后进行大学学习和考证规划时更加有
效，也更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竞争力，明确长短期目标。有 80%
的毕业生表示如果自己在大一就明确目标，明确规划好将来要
考的证书以及学习计划就能完全实现自己的规划目标。但只有
不到 20% 的同学进行了早期规划。

在大学期间专业相关学生活动的调查中，毕业生们表示对
自己帮助最大的是日语演讲比赛、日语配音大赛、考研经验交
流会等。毕业生们最喜欢活动是寿司制作等课程。这些活动或
课程的开设可以提高大家对日语学习的兴趣，感受日本文化，
并提高日语综合能力。

从以上的调查可以看出，不论是薪资，工作满意度，还
是胜任工作的程度，以及社会的认可感都是随着日语教师岗
位人数比例的上升程现出明显上升态势。数据远远高于之
前。而这些大大小小的满意度不单单因为高考日语的火爆程
度也与我校日语专业在不断摸索中进行的不断改革有着很
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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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建设中的不断实践

3.1  学校和院系方面
2013 年在学校和院系领导的支持下开办日语专业，进行招

生。由于全国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较多，为提高日语专业知名
度，学校为日语专业增设宣传展板，并给予更多的宣传报道。
院系领导更是亲力亲为为日语专业进行宣传。

在日语专业开设不久积极考查日本大学、语言学校，与多
所学校签订交流交换以及“2+2”联合培养协议，并为同学们
赴日实习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领导的支持下，日语专业还与相关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
以及就业订单班的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大大增加了学生就业
几率。

随着国家“高考”政策的推行，越来越多的高考日语考生
的出现，结合我校自身师范院校的特点，推动建设师范类日语
专业。2020 年开始准备申报转型将日语专业由非师范专业转为
师范专业，并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的课程设置。

3.2  教师建设方面
青年教师努力攻读博士学位。随着读博人数的增加，整体

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且聘有多名外教，每周为同学们进行
日语口语角的练习。每年从陕西省知名大学聘请客座教授开展
学术讲座。

每位教师更是抽出自己休息的时间为同学们解答疑问，
纠正日语发音。且定期举办相关日本文化活动，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

4、今后的思考

我校日语专业虽已作出了一些积极有效地改革措施，但还
有诸多方面需要完善，从而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传递大国精
神，培养更优秀的日语教师类人才。

4.1  课程建设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颁布后，

我校进行了培养方案的修订。从 2020 级开始加入了师范方向
课程，到 2021 级转为师范专业，课程包含了师范生需要学习
的教育心里学、教育学、教育政策法规等教育类课程以及日语
高中教材分析等课程。但日语专业就业方向还可以更加广泛，
可以在师范为主的基础上增设其他专业学习，如开设“计算机
+ 日语”与其他院系共同培养。或增设“英语 + 日语”专业，
让学生可以成为双师或双语种翻译人才。

4.2  教学方法
由于同学们是从零开始学习，因此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

这种教学活动导致学生过分依赖老师丧失自学能力。为使学生
成为主体，选择同学们感兴趣的日本文化作为研究课题，分小

组进行课堂展示与提问，教师点评和学生互评的方式进行深度
学习。每一天由一位同学担任助理教师，课前领读单词与课文，
并用日语描述近期的趣事、趣闻，培养学生自主查询资料、主
动思考的能力，提高日语综合能力以及思辨能力。

4.3  师资建设
在支持青年教师读博的同时，可派教师到高中进行实践教

学活动。我熟悉高中教学特点、方式方法，才能真正为学生上
好高中日语教材分析、教案编写等课程。

4.4  交流与合作
鼓励学生到高中进行实习，提前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增

强就业竞争力。
增强校企合作，让学生可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
在疫情结束后，鼓励学生到日本的大学进行交流或交换，

互换学分，让学生能亲身感受中日文化异同，开阔国际视野，
传播并弘扬中国文化。

4.5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我校日语专业培养的大多学生最终会走上教师岗位。教学

经验需要不断积累。因此平时的实践教学环节尤为重要，学生
学习知识后，要能将知识有效传输，实践教学就是检验这一传
输的最好途径。将学生分为日语教学实践小组，在我校微格教
室（可全程录制课堂的教室）进行实际教学操作。

4.6  学生及学生活动
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做好短期、长期的人生规划和目标。以

便在毕业时能够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现阶段已开展了日语演讲比赛，日本寿司、日本茶道等日

本文化相关课程。同学们可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感受中日文
化异同。举办适合各年级的日语活，可为大一增设日语假名书
写大赛、日语配音大赛等活动，为大四增设日语教学大赛等。

5、结语

通过课程改革，新的教学方法，增加教学实践环节，学生
树立明确目标，增加适合各年级的专业活动，加强教师的双师
型建设，以及增加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方法，夯实学生专业
基础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更加宽广的就业舞台。提高学生综
合竞争力和职业道德素养，对日语专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有着及
其重要的意义。为地方教育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
日语专业人才，进一步推动中日双方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
弘扬中华文化，传递大国精神。

项目基金：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中日关系与

新“国标”下地方高校日语专业就业前景与对策研究（项目

编号：19JK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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