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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 
于士淇  李永强 

（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吉林长春
130122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48） 

摘要：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积极引导与有效培养，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我国经济发

展与对外交往的积极推进，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能够为相应的人才培养与人才资源储备等，发挥相对积极的作用。外

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落实与发展，可以为研究生教育的全面发展等落实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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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orientati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postgraduat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ositive promo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foreign language postgraduates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can play a relatively positive role for the correspond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alent resources 

reserv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orientati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 postgraduates can be a 

relatively positive exploration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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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发展得

到相对显著的充实与优化。随着研究生数量激增，相应的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推进，也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基于必要的重视与优化。外语

类研究生就业指导乃至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均需

要考虑落实相对完善的机制建设等。结合当前外语类研究生相关学

生工作开展的现实与趋势，建议考虑以既有的外语类研究生教育作

为基础，以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作为相对积极的路径

得以明确实践等。 

一、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现实 

当前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在

于，如何明确研究生就业导向的积极推动，同时需要兼顾相应的思

想教育发展等。当前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

建设的积极推进等，对于外语类研究生就业构成相对积极的背景与

驱动因素。围绕外语类研究生就业的积极开展，既有的现实不但需

要关注到如何推动外语类研究生确立相对积极的就业动机，尤其是

推动与落实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等，而且需要关注到

与就业密切相关的思想教育，在投身“一带一路”建设等中国与世

界积极互动进程的同时，明确自身的人生价值与培育良好的心理健

康等。从更为广泛的、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人员管理

乃至“一带一路”建设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等视角解读，应当借助相

应的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双重作用，在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培养中

采取相对积极的作为。应当给予重视的是，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

对于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海外项目的落实

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外语类研究生作为我国海外项目实施中最为重要的人

才，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不断发展等，外语类研究生对于我

国政府、我国企业等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翻译、交流等工

作的需要，而且也应考虑在既有的人才培养中实施相对明确的准

备。据此，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外语类研究生培养需要也应当展

现应有的积极举措。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与趋势审视，外

语类研究生的就业导向塑造需要明确相对积极的就业导向——促

使更多的研究生认识到，其专业学习、专业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

由于当前市场需求的相对旺盛，因而相应的外语类研究生高素质培

养也需要契合既有的现实。 

其次，外语类研究生能够为对外交往的持续发展，落实相对有

效的人才资源储备举措。从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配置与发展现

实等考虑，需要考虑研究生培养发挥具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围绕

2020 年出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对

于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应制定相对积极的举措，尤其需要提升研

究生的综合素质，而非仅仅局限于外语学习。 

最后，从对外交往、国际交流的未来趋势等解读，外语类研究

生的培养中相应的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等，能够为人才素质的积极

培育等，确立相对明确的发展方向。由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将

呈现更为积极、更为密切的趋向，因而对于高素质研究生的培养，

已经呈现为相对明确的现实。外语类研究生培养的落实中，与专业

研究素质培养所密切相关的是，需要将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突出为

外语学习与区域国别研究兼具的人才——这符合外语类研究生就

业导向积极塑造的需要；同时，思想素质的培养能够为上述专业素

质的积极培养展现毕业的支持。 

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多在说明在学术素质等

落实相应培养的同时，也应当借助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落实，推

动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作为研究生中的重要群体，外语类研究

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充分提升，可以视为一种研究生培养中的

积极尝试。 

二、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培养内容 

我国与世界之间的密切互动得以呈现、发展，在客观上需要我

国高等院校外语类研究生培养等，落实具有积极意义的作为。外语

类研究生就业指导与思想教育的齐头并进等，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构成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亟待推进的进程。从既有的现实审视，外语

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落实，既需要呈现就业指导与思想

教育的共同推进，也需要明确注重相对有效的政策倾斜等。 

首先，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需要考虑当前的市场

导向，尤其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密切互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促进

中国自身的人才培养。国家之间的实力比拼等，在相当程度上需要

重视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因而，落实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

想教育相关培养核心内容在于，突出专业教育以推动就业导向同时

兼顾思想教育的积极落实。其中，专业教育的突出在于，将外语类

研究生培养为专注于听说读写的综合素质给予提升的同时，兼顾区

域国别研究、思想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理知识；思想教育的核心在于，

优先突出思想政治领域的教育并着重提升政治素质等。 

其次，根据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既有态势，应对现有的

研究生教育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应重视既有的发展进程——以外语

类研究生的就业导向和思想教育作为基础。其相应的内容在于，以

外语类研究生（语言类、文学类和翻译类等）的研究能力培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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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研究范围拓展（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导向）作为重要内容等，

逐步完善相应的研究体系。 

最后，应充分考虑外语类研究生就业的特殊性等因素，充分推

动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前置性推进。所谓特殊性等

因素在于，由于外语类研究生的专业特殊性（尤其小语种，受到对

外交往发展的影响，很多小语种研究生就业要么相对容易，要么相

当困难），因此，在就业导向塑造的过程中，应当也需要落实必要

的心理疏导与职业引领。因而，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于，通过外语

类研究生的培养中，依托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落实，可以实现人

才培养的优势建构。 

三、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趋势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解读，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

持续推进，需要关注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导下和“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的指导下，推动外语类研究生的整体素质提升；在充分注重外语类

研究生自身专业素质提升的同时，也需要强调与落实相应的思想素

质——尤其是家国情怀与心理健康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2 按照这一指示，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中，关于创

新的注重与推进和关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相关主张，可以进

一步指引外语类研究生就业导向与思想教育的趋势发展中落实相

对积极的趋势塑造——既需要引导外语类研究生的专业培养与政

治思想教育等贴近我国既有的发展态势，又需要结合当前的国家发

展需要，落实专业素养、政治思想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发展以适

应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等等。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后，既有的国内外形势多需要注重更

多的合格人才培养等。倘若需要落实相对积极的举措，应当也需要

考虑在研究生培养中采取相对积极的作用；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

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之一。结合我国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现实，外语类研究生的培养，尤其是在就业

导向和思想教育相关积极作为，能够实现对于既有研究生教育发展

的引领与推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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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尔斯对《创世纪》的解释，在伊甸园中，男性被夏娃所

惑犯下人类原罪，终遭天神惩罚而被逐出受神佑的乐园。化身为巨

蛇的撒旦在激励夏娃的自我意识上起到关键的作用，令夏娃意识到

自身的性感和智慧，之后运用自我意识唤醒亚当，并促成亚当生物

学上的进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的堕落实际上并非道德和个人

意识的下降，而是向更高阶段的进化。在此进化过程中，女性引导

男性，并激励男性发生质的飞跃。 

为了敦促男性的成熟，夏娃引诱男性，在男性眼中变成了代表

女性性征的他者，一个妖妇，一个摇摆于贞女和荡妇之间的角色。

作为贞女，她们是纯洁的象征，是男性的未知的领域；然而同时，

一旦失去贞洁，她立刻变成了荡妇，促使男性不断成熟，去了解世

俗存在的意义，并渐渐获得完整的认知能力。就像《丹尼尔·马丁》

的开篇引言所说的那样：“完整的视域，其余都是虚空。” 身处导

师们所设计的复杂神戏之中，福尔斯的女性人物变成了道德模糊的

色情的象征物，变成了魔力的代言人。她们代表着令男性充满遗憾

的不可恢复的过去的经历。为了追寻过去，男性奔波在旅途之中而

寻找最终的归宿。 

结语 

通过伊甸园的隐喻，福尔斯把男性的困顿和女性的引导置于特

殊的背景之下，来影射人类成长过程中永无休止的追寻历程。其中，

女性天生拥有特殊的敏感性使运动和变化成为可能，因此在福尔斯

的伊甸园神话中，女性能够在男性成熟过程中扮演催化剂、主体和

灵感之神的角色。女性以夏娃为载体，引领第一个男性亚当获得了

新的对存在的认知，敦促男性接近完整视域，并为下一步进化孕育

了可能。在神秘而陌生的领域伊甸园里，男性开始正确对待他的消

逝的过去，恢复了已经消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敏锐地意识到

潜在的自我。他们完成了自省，从而改变了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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