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学院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外国语学院积极推进本科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现对

2021届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具体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2021 届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 

（一）就业情况 

2021届本科毕业生 125人，优质就业共计 45 人，占比

29.1%。其中升学 33 人，占比 26.4%，出国 7人，占比 5.6%，

签约 5人，占比 2.7%；其他就业形式中合同就业 22 人，占

17.6%，自由就业 45 人，占 53.6%。 

截至 2021 年 12月 18 日，外国语学院 2021届本科毕业生

总体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9.6%。 

 

（二）未就业情况 

截至目前，本科生未就业学生 13人，占 10.4%，其中 5人

准备二战不就业，1 人准备出国，7 人已有签约意向准备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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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外国语学院2021届本科生就业情况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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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基本情况分析 

1.毕业生规模及性别结构 

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1年本科毕业生共 125 人。其

中男生 20人，占比 16%。女生 105 人，占比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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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外国语学院2021届毕业生未就业情况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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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本科毕业生性别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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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科毕业生生源结构 

2021届本科毕业生中河北生源 95人，占本科毕业生的 76%；

天津生源 10 人，占本科毕业生的 8%，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生源占

比 16%。 

 

3.毕业生就业情况 

3.1 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总体分布（与该地域毕业生就业

生源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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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本科毕业生生源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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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总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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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3.3 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在本科毕业生签约单位中教育和信息行业所占比率较大。 

表 1 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表 

学院 
就业、 

总人数 

教育类/翻

译类（人） 

金融类 

（人） 

行政类 

（人） 

信息类 

（人） 

其他类

（人） 

外国语学院 72 51 2 4 11 4 

 

5.60% 1.40%

30.60%

62.50%

图6 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向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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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本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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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相关分析 

1．本科生毕业生毕业后月收入与期待薪资比较 

经统计，外国语学院 2021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后月收入大部

分在 4000-6000元之间，期待薪资大部分在 5000元以上。 

 

2．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析 

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对口的共有 56 人，约占参与调查毕

业生人数的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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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本科毕业生就业相关度分析图 

3．本科毕业生对当前工作岗位满意度评 

表 2 本科毕业生对当前工作岗位满意度评价分析表 

满意度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人

数 

比 

率（%） 

人

数 

比 

率（%） 

人

数 

比 

率（%） 

人

数 

比 

率（%） 

人

数 

比 

率（%） 

工作环境 45 62.5 20 27.8 7 9.7 0 0 0 0 

生活条件 43 59.7 18 25 9 12.5 2 2.8 0 0 

工资待遇 46 63.9 20 27.8 4 5.6 2 2.8 0 0 

福利保险 50 69.4 11 15.3 9 12.5 2 2.8 0 0 

管理机制 37 51.4 23 31.9 8 11.1 4 5.6 0 0 

发展前景 40 55.6 19 26.4 7 9.7 6 8.3 0 0 

4.和去年同期比较分析 

较 2020届本科生就业情况，对比一些主要数据分析如下： 

就业人数由 101人增至 112人，增加了 10.9%；升学率由

23.3%增至 26.4%，签约率由 2.7%增至 4%；出国率由 8.2%变至

5.6%，受疫情影响有小幅下降。整体分析今年学院的就业情

况，毕业去向落实率较去年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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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促进措施 

（一）明确组织分工，实现促进就业常态化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要求以及学

校“双一流”建设总体部署，积极促进外国语学院 2021届本科

毕业生顺利就业，外国语学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的开展，学院

党委书记和院长亲自安排部署，自上而下组建了促进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院领导班子、班导师、辅导

员、班级就业委员的多级就业工作推动领导体系，以提高毕业

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就业质量为主要目标，努力拓展就业指导

及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教育前置工作，以更科学、更有效的方

式推进分类分层分模块就业教育渠道，为实现毕业生“就好

业”、“好就业”提供坚实保障。 

（二）注重顶层设计，推进就业指导系统化 

学院建立“学院—辅导员—班导师”协同并进、三位一体

就业指导工作体系，明确就业工作要求，层层落实责任，定期

组织开展培训、研讨，重视就业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从优化专业课程培养方案、班导师调整、学业班导师配置、就

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实习基地建设规模拓展等方面优化学院

就业工作顶层设计，加大对就业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力度，实现

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就业质量“双提升”。 

（三）就业数据动态监测，实现就业指导精准多样化  

学院就业工作负责人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谈心谈话等形式

分阶段、多角度精准掌握学生最新的就业心理和动向，全方



位、多角度地了解毕业生最新的就业动态，对学生就业指导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更直观、更科学的数据材料。建立特殊就业困

难学生就业数据库，并形成班导师包联责任制，动态开展就业

指导工作，形成一人一册工作方案，帮助学生顺利就业。 

（四）就业举措形式多样，就业工作扎实推进。 

1．开展企业走访，拓展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学院结合学生就业情况，本年度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走访天津新东方学校、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石家

庄阳光教育集团，天津市学而思教育有限公司、高顿教育有限

公司、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及华译语联科技有限公司等众多

优秀企业，为学生培养及实习岗位方面进行深度沟通，初步形

成了毕业生重点推荐录用的就业渠道。同时与以上企业达成就

业实习基地建设协议，为外国语学院学生新增六所实习基地，

涉及线上线下就业实习 102人次，增强了学生专业能力，为实

现就业提供了质量保障。 

2．启动校友领航计划，优化就业教育知识体系 

为实现对不同就业意向学生有效开展就业指导服务，本年

度聘请 12名优秀校友作为学院 “学生职业发展导师”，提升

了外国语学院就业指导师资团队实力。结合校友的职业特点、

工作和成长经历，建立了就业班导师库；结合学生的成长特点

和职业需要，搭建了就业宣传知识体系。本年度已开展 5 场

“校友大讲堂”就业指导系列讲座，通过“身边的人讲身边的



事”来激励毕业生努力学习，激发了他们对职业生涯规划的积

极探索，起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引导效果。 

3．班导师包联促就业，订单式就业指导实现精准助力 

学院建立班班导师包联就业制，深入学生和就业双选会结

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个人性格特点、职业选择等方面进行择业

指导，引导学生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锻炼自己对未来的

规划能力，提高就业意识、增强就业危机感，更好的规划求职

历程，并积极搜索就业资源给学生重点推荐。对就业困难学生

开展订单式、跟进式的就业指导服务，实现了全方位督促、重

点推进的精准促进就业的局面。  

4．举办专场就业招聘，拓宽职业选择渠道 

外国语学院邀请学而思、高顿教育等招聘单位开展就业技

巧、简历制作、单位宣讲等专题讲座，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择业

常识、就业技巧以及简历制作的相关问题，提高学生的择业能

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为学生拓宽就业渠道。 

三.学生就业难点与问题 

1.部分学生自我定位和认知不清 

主要体现在少部分学生缺少明确的目标，自我认知不清，

专业认知不深，对自身素质和能力没有准确的判断，一味盲从

选择考研和二战，拒绝逃避就业。 

2.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调适不到位 

一对一就业指导和分析不深入。由于疫情原因和工作方落

实不深入，开展的一系列一对一就业指导未能对重点学生起到



积极作用，学生对当前就业大环境认识不足，盲目乐观，仍然

逃避就业坚持二战。 

就业心态引导不到位。存在工作只顾眼前情况，对就业心

态的调试和引导缺少前置性，临到毕业开展相关的教育引导，

难以在段时间内改变部分学生的“慢就业、懒就业、不就业”

的就业抵触情绪。 

3.疫情影响 

因疫情影响学生出国和外贸企业招聘计划缩减使今年的就

业形势仍然受到部分影响。外国语学院毕业生往届出国继续深

造的学生人数比较多，但受疫情影响，出国手续办理相对比较

缓慢，导致出国学生无法较快的完成相关手续，使就业滞后。 

四、下一步计划 

1.党委重视，加强 “三全”育人工作落实 

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学生培养工作，牵头组建以专业老师、

班导师和学工队伍共同组成的工作团队，制定全方位全过程的

学生培养方案，学工协同各专业拟针对不同年级制定工作计

划，大一加强目标引导和思想引领，大二大三加强综合素质和

专业能力提升，大四进一步加强就业指导和理想信念教育。 

2.多措并举，分年级分模块分类别的开展指导 

建立学生个人发展动态数据库。定期摸查，动态调整学生

个人发展目标，结合学院学生培养方案，给予学生针对性更

强、更符合学生发展需要的专业指导。 



2021 年春季学期，学院已对 17 级、18 级、19 级和 20 级

学生个人发展目标和就业心态现在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研，目

前，学院党委结合暑期大家访工作，发动 18 名专业老师参与

16 场“云家访”线上交流会，尤其对 2017级、2018 级学生和

家长进行了多场次的交流和沟通。 

3.开拓渠道，多方位搭建工作就业实习平台 

多方位拓展就业实习基地，加强和以往用人单位的交流，

同时继续挖掘校友和老师的资源，拓展更多新理念、新渠道的

就业实习平台，并开展多次企业回访工作，深化校企合作。 

在与现有合作基地进一步加强沟通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实

习基地规模，与天津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阳光教育

集团、高顿教育集团、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以及华译语联科

技有限公司等众多国内优质企业签订就业实习基地合作协议。 

4.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将育人的具体措施和效果纳入专业学科建设的考核，与绩

效挂钩，将“软指标”变成“硬约束”，将专业的人才培养工

作提到首位，要以学生成才目标为导向，以学生成长需求为导

向，开展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关心关爱学生成长成才。 

 

 

 

                                     外国语学院    

                                    2021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