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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国实习提升大学生就业素质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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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不仅要满足来自本国的需求，还要适应国际间产业分工、贸

易互补等经济合作新形势。未来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也必将普遍卷入这场全球化中。要帮助大学生毕业之后

成为受企业欢迎的高素质人才，就必须鼓励本科生拥有更多跨国交流的实践经历，掌握更多的国外“实战”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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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大学生在全球范围内定位职业生涯；与其被动地等待全球化对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专业背景、阅历经验等进行“改造”，不如让大学生主动提升就业素质，做好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准备。因此

需要推进教学实践探索，拓宽大学生的实习或兼职途径，对大学生进行跨国实习的培训。实习或兼职是大学

生在理论学习之外获得实践知识、培养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必经之路。

国际化视野下大学生的实习或兼职工作必须在更高的起点和平台上进行。要鼓励大学生至U跨国企业、外资

企业实习或兼职，或者直接到国外企业实习。 

  二、大学生跨国实习途径及价值 

    跨国实习是激发学习潜能的过程，一种终生有益的体验，能锻炼学生掌握新知识和处理复杂信息的能

力，培养学生运用理性的思维和方法来创造性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此笔者今年参加了暑期赴美带薪

实习项目，以期培养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 

  赴美带薪实习项目是美国政府在1948年通过的信息及教育交流法案中设立的一项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化

交流的计划。该法案允许世界各国的大学生持J-1签证进入美国企业进行为期3-5个月的带薪实习，并利用实

习之余，在美境内旅游体验美国生活，了解美国风土人情。该项目为全世界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踏上美国国

土、体验美国生活文化、提高英语能力、进入美国企业、与美国同事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实习生并肩工作的

机会。 

  1、跨国实习能培养大学生国际化视野 

    每年来到美国参加暑期实习的学生有数万人，我国学生有机会获得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共同工作和生

活的体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跨文化交流学习的好机会。可以体验不同种族人群的宗教、文化、经济、语

言、思维、环境、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能更多地了解世界，培养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及合作共事的能

力，有利于形成个人的国际化眼光和视野。 

  2、跨国实习能有效提高大学生英语水平 

    在全英文环境中与美国同事并肩工作，可以锻炼学生良好的口语沟通能力及交流技巧。现在国内的英语

教学多年来提高不快，原因在于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在国内英语并不是日常交流的工具，学生使用英语只

限于课堂上，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跨国实习使学生必须用英语沟通工作以及日常生活，这无疑对学生英语

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帮助。 



  3、跨国实习能改善学生的心智模式，培养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观察、思考、感觉世界的方式，每种文化都包含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发现。文

化可以分为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公开的文化是指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包括服装、道路、

建筑物、餐饮、家居、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等等。隐蔽的文化是指价值观、信仰和思维方式等。如果没有体

验过对方的生活方式以及接触过对方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生活环境等文化形式，你不会知道一个陌生

的民族是什么信仰、有什么价值观。为此笔者在实习期间有意识地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经济中心纽约、波

斯顿等地进行文化考察，极大地增长了自己的知识，开阔了视野。 

  可见，跨国实习不仅拓展了学习环境和工作方式，也为已有知识增加了新的价值内涵。这种多文化的接

触有利于打破固有思维定向，改善个人心智模式，也增强了大学生走出国门迎接更大挑战的信心。 

  三、跨国实习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促进作用 

    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社会的最终形成，对大学生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大学生具备

完美的心理素质、广泛的心理适应性和心理承受能力、完善的个人知识结构和诚信合作的思维方式，具备驾

驭信息与知识的现实转化能力等。跨国实习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有效提高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 

    独立生活能力是孩子成材和立足于社会的基本能力。然而，由于很多家长从小就剥夺了孩子实践和锻炼

的机会，让他们在包办、保护中长大，致使有些孩子直到大学还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而跨国实习需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管好自己，培养较高的个人素养，这对大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是一个很好的

锻炼。 

  2、增强大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一个大学生突然被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问题，能否独立解决各种困难将

由他身上某些平时被忽视的“非智力因素”决定。良性的“非智力因素”包括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合群而

乐于助人的性格，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合乎逻辑、理性而冷静的思维方式，做好日常小事及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等。只有增强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顺利完成跨国实习任务。 

  3、锻炼大学生尊重他人的能力 

    一个人处于新环境时，肯定会对异国文化产生一定程度上的不适应感。而对于保持和发展国际交流中良

好的人际关系来说，具有一颗敏感的心、善于接受新事物、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

要做到完全理解和接受他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有一定难度，但是，只要能做到真诚倾听、尊重对方，就

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从而减少交流的困难。 

  4、培养大学生包容文化双重性的能力 

    跨国实习使大学生的思想走出封闭和僵化的状态，并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实践显示，

从浅层次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到深层次的处事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跨国交流的大学

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交际规则为例，大学生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交往对象，会比较注意和尊重对

方的交际规则，如守时、礼仪、着装、场合和避讳等。 

  5、提升大学生个人沟通能力 

    任何一个大学生在进入陌生的环境时，内心都会产生孤独与压抑，学会适应环境是打开局面的重要手

段。积极的为人处事态度会使自己的心情重新沐浴阳光，脚下的路也会越走越宽。要掌握交往的技巧，首先

要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比如真诚、友爱、相互帮助、尊重他人、爱心、同情心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沟通交

流素质，在跨国实习过程中会有真实而新鲜的体验。 

  6、提高大学生个人理财能力 

    理财能力差，是现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相当多的学生理财不善，如有的同学在手里有钱时什么

都买，而月底就捉襟见肘。所以，在跨国实习过程中必须学会在有限的预算下合理安排各项开支。身在国

外，朋友间的聚会、参观旅游也是实习生活的一部分，类似消费都需要把握在预算之内。 

  总之，跨国实习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一次新机遇、新挑战，对思想上的历练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

喻的，多了解与理解一种文化，无疑是多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维度，多了一层探索世界的智慧。 

  四、跨国实习的启迪与感悟 

    暑期赴美带薪实习项目为同学们安置的所有岗位均为非技术性的入门级基础岗位，适合所有英文基础较

好的在校大学生参加。岗位分布于全美各州，工作时间以每周30至40小时为主，工资标准按不同岗位支付，

最低工资不低于美国联邦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通常每小时工资为7美金至10美金不等。笔者在4个多

月的美国实习经历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启迪和感悟。 

  1、学会理解工作 



    在学校时，除了老师，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同龄人，在工作岗位，则要学会与各种年龄层次的人友好相

处。过去一直是依靠父母的收入维持生活、学习和成长，工作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报酬开拓美好的人生，

因此学会了理解工作、热爱工作、珍惜工作。 

  2、学会体验工作的成就感 

    对大学生来说，积累工作经验和技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太计较收或职位的高低，任何工作都是可以改

善和创新的。比如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代价达到更高的质量、更美的效果。当自身的本领已经到了脱颖而

出的地步，收入和职位自然会提升。 

  3、学会自我提升 

    有些技能可以跟老师或从书籍中学到。但是，像“关心、体贴、联想、创意”等意识和习惯，只能靠自

己的悟性和实践来掌握。所以，要学会听取各种不同的见解，同时，做到更宽地联想、更缜密地构思。借助

前人的经验和别人的智慧，自我更新、提升自己。 

  五、就业素质实证研究 

    1、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的新特征 

    （1）国际分工全球化，就业出现新的特点。近期研究表明，美国潜在的服务外包将给承接服务的国家

创造高达1400万个就业岗位。仅在金融服务业，服务外包给东道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将有200万个。这些给

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2）科技发展综合化，国际合作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全球性的合作日益增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将在未来的

职场中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 

  （3）工作环境多元化，跨文化合作日益增多。经济全球化使职场中的人际交流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

杂。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等的人在一起工作将越来越成为职场中的常态。许多跨国公司在招

聘一开始就喜欢选用有全球理念的员工。因此，具备国际视野、善于跨文化沟通的毕业生将会成为职场中的

宠儿。 

  （4）毕业生就业机会增多，但是能在国际环境下工作的毕业生较少。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引起了

人才的全球性流动，我国大学生赴国外就业的机会也相应的增多。据麦肯锡对89家跨国公司的调查，5年

内，外企（约28万家）在中国需要75万名大学毕业生，约占同期中国大学可提供优秀人才的60%。麦肯锡公

司在《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报告中称，中国的毕业生人数很多，但只有不到10%拥有为外企工作的技

能。跨国公司在中国招募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从事跨国经营的人员不仅要熟悉国际经济的运行规则，更

要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能够承担国际环境下工作的任务。显然，我国缺乏这样训练有素的毕业

生，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更先进的产业。 

  2、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素质提升策略 

    “全球化背景下，今后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力强弱的，不再是普通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多少，而

是掌握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高层次人才的多少。”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大学生就业带来深刻影响，为了

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有必要采取主动性策略，以增强学生国际视野和综合素质

为核心，变革人才培养模式。 

  （1）提高大学生企业实践课程质量。企业实践课程对大学生有专业成长的巨大价值和作用，是其专业

成长的初级，是他们适应职场角色和规范的社会化过程，也是大学生逐渐形成职业实践知识和智慧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大学生专业素质的结构与质量，可以影响其将来的专业发展方向和水准。因此，“生存技

能”和“发展性能力”是大学实践课程的两个目标，要根据这两个目标，培养出具有独立学习能力、创新意

识和自我提升潜力的毕业生。 

  （2）强化跨文化交流教育。为使学生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形势，各个高校应该增设跨文化交流的课程，

让非涉外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掌握跨文化交流的基本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还应该在许多专业课

程、选修课程中得到渗透，使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流技巧，能运用在不同的跨文化交流场

合，如教育、旅游、商业等方面。 

  （3）加强跨国交流接触，提高实践能力。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学校还应该尽可

能创造机会，让学生能够实践跨文化交流，将课堂教学与跨国交流实践活动相结合。实践证明，只有实际参

与跨国交流，才能使知识转化为进行交流和社会实践的能力。 

  （4）以强化国际视野为导向，调整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以培养全球化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人的

全面发展为核心，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大力培养能熟练运用外语、熟悉国际事务、懂得并遵守国际

惯例和国际礼仪、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高素质毕业生。 



  全球化的经济呼唤既有专业技术又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跨国实习、缩短了大学生

社会适应期，开阔了视野，强化了大学生适应能力、外语能力、跨文化沟通技巧及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有

效提升了大学生就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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