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人才培养及毕业生情况介绍

一、学院及学科简介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前身是具有六十余年历史的国文

组。学院目前现有教授 8 人，专职教师 37 人，外籍长聘教

师 1 人，师资队伍具有国际化、年轻化、博士率高的特点，

对学生成长成才起到关键作用。目前学院开设“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和“网络与新媒体”三个本科专业，拥有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硕士授权点，同时开展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学历教育，满足中

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所需的人才要求。

（一）本科专业：

1.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制四年 文学学士）

本专业为“中文—传媒”跨学科融通培养，致力于培养

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具备相应

的经济运营和商务管理知识，富有创新意识和文化创意能力

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形成“三大基础、

五大能力”，即：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经贸商务专业基础，

新闻传播专业基础；多语言表达能力，多类型写作能力，跨

文化沟通能力，创意策划能力，大数据分析能力。

主要课程：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中国文学史、西方

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专题、新媒体导论、新闻采写、数据



新闻、新媒体内容与运营、文化创意、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跨文化传播、商务文案写作。

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制四年 文学学士）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掌握语言

教学的基本方法，具备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和扎实的经贸知

识基础，具有熟练的语言教学能力、高超的外语交际能力和

较强的跨文化沟通与中华文化传播能力，能胜任国际汉语教

学与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素质

优秀人才。

主要课程：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理论语言学、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方法、跨文化传播、

语言信息处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课程。部分课程采用双

语教学。

（二）研究生专业：

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制三年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

士学位）

本专业旨在培养热爱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具有熟练的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

际能力，可以运用两门外语，掌握基本经贸和管理知识，适

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要求，可胜任汉语教学任务和教学项目

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高层次专门人才。

根据市场需求分析，并结合我校学科优势，我校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方向分为三个方面：

（1）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

培养适合不同地域和文化语境下的国际汉语教师，满足

汉语国际教育发展需求。

（2）海外汉语教学与项目管理

探讨海外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组织方式，培养学生的海

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项目研发和管理能力。

（3）商务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

培养专门用途语言教师，满足日益增长的汉语市场的学

习需求；培养可以策划组织对外文化传播项目的多文化主持

人和国际传媒人才，满足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需求。

2. 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学制两年 中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文学学术型硕士学位）

本项两个专业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扎实的学术训练、较

强的外语能力、较为自觉的创新意识，对本专业领域的整体

框架、专业知识、思维方法、研究范式有较好的把握，了解

学术动态，能够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写作、教学、编辑、管

理、宣传、创意等工作，成为优秀的专门人才。学位获得者

可在政府、企业、教育系统、科研机构等多领域从事教学科

研、新闻出版、文化交流与传播、新媒体运营、文化创意与

策划、写作文秘等专业相关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



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古典美学。

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制两年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文学学术型硕士学位）

本专业方向培养的硕士毕业生，应当有广博的知识面、

扎实的学术训练、较强的外语能力、较为自觉的创新意识，

对本专业领域的整体框架、专业知识、思维方法、研究范式

有较好的把握，了解学术动态，具备突出的专业研究能力、

教学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学位获得者可在高校、政府、企

业、科研机构、中小学等多领域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研

究、文化传播、文秘写作、新闻出版、文化创意、新媒体运

营等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语言信息处理、汉语本体

研究。

二、学生培养特色

学院以文化创意和传媒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以专业

性、复合型、国际化为标准，致力于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

承与传播，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贡献，培养了一批具有

突出的文化创意、策划公关、新闻传媒、汉语传播等相关能

力的高层次人才。

（一）高质量专业

学院秉承学校办学特色，人才培养既夯实中文学科知识

基础，也强调深厚文化内涵和严谨治学精神的培养，在深厚



的人文底蕴和中文基础当中涵养家国情怀，融入国家发展。

（二）复合型培养

学院注重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复合塑造，不仅在通识教

育上狠下功夫，也在培养学生中外比较、古今观照方面启发

学生打开视野、开阔胸怀，在更大的格局层次上促进自我人

格的完善。

（三）自适应能力

学院培养既注重学生“多语言表达能力、多类型写作能

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又强化“文化创意、媒体运

营、公关策划、教育设计”的思维训练，使学生在静态知识

基础上形成动态的能力结构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创新能力，

从而提高环境自适应能力，迅速融入不同环境。

（四）跨文化交流

学院充分利用实习基地和海外孔子学院实践机会，让学

生在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中感受跨文化的碰撞，在不同文化

背景的交际中建立比较视野，提升交流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

三、近年就业质量

学院毕业生就业层次高、选择多元、去向广泛、前景广

阔，凭借过硬素质和过人能力在国内外教育科研领域、出版

传媒领域、政府和事业单位、国有重点企业、外资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等崭露头角。其中，就职于教育、科研行业近年



比率近半数，就职于各级各类事业单位比率超半数。

2022 届部分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科 研究生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1 0

北京建工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1 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 0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 0 1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0 1

中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1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昌平区税务局 0 1

2022 届毕业生岗位分布情况：



近五年毕业生教育行业就业情况：

四、促进就业举措

（一）学院高度重视，全面动员引导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毕业班的就业工作。院长、书记在全

院大会上多次强调，全院教师要把学生的就业工作放在学院

的中心位置，要视其为带动学院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动员

全院辅导员、班主任、导师、教学秘书等教师的资源为毕业

生提供就业机会。

（二）加强信息沟通，积极拓宽平台

学校招生就业处多次和学院沟通，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

支持，点对点传递给学生。学院鼓励毕业生在获得就业信息

后重视信息共享，提高信息利用的效率。对于重点用人单位，

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实习，并利用网络、电话等方式进行沟通，

推荐优秀学生、协调配合考核等工作。



（三）加强就业跟进，开展多元服务

学院始终把就业工作作为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毕业学年的暑假即开展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建立了毕业生

个人档案，提供个性化指导，明确个人就业方向，鼓励学生

实现“小我”的职业发展与为国家和社会献力的“大我”相

结合，在基层实践中感受当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学院也通过

组织就业指导讲座，邀请师生分享经验；举办“就业力大赛”，

从简历撰写、面试技巧等多方面给予学生实战演练机会；根

据学生不同特点分类指导，

（四）完善规划体系，助力积极就业

我院毕业生除专业基础扎实外，也有较为丰富的海外实

习经历。学院进一步提升就业工作国际化水平，紧密围绕学

习人才培养目标及国际化战略，支持学生探索国际化职业发

展，在校期间积极推送学生到国外孔子学院实习任职，在传

统优势就业领域——中小学保持着巨大优势，同时扩展了对

外交流类岗位、高新技术企业等就业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