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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动员的就业问题一直是饱受热议的社会问题，运动员的职业期望则是研究运动员就业问题的基

本点。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我国普通高校 360 名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 我国普通高校在校高水平运动员最期望从事的职业为体育教师与教练;

2． 运动员的职业期望与性别、生源地和社会阶层背景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运动等级和运动项目存在高度显

著性差异。基于对运动员职业期望的研究，运动员的就业指导需要注重:(1) 开设职业指导课程;(2) 完善课

程体系设置;(3)促进信息有效交流;(4)加大就业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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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建设有赖于

体育事业的磅礴发展，而运动员的就业问题对体育

事业的良性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优秀运动

员的安置问题一直是政府、高校和社会所关注的热

点问题。虽然普通高等教育解决了运动员的学历

问题，但徒有一纸文凭，很难胜任现实的工作
［1］，

因此，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就业形势并不

乐观。
基于上述现状，运动员的职业期望对运动员的

职业获得、求职态度和工作状态均会造成一定的影

响。将期望与现实关联，引导运动员确立合理的职

业期望，对运动员就业问题的落实有重要意义。国

内目前并没有学者从职业期望的角度对运动员的

就业问题进行研究。鉴于此，笔者通过对我国普通

高校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职业期望进行调查，从运

动员的职业期望出发，对运动员就业路径的改善提

出相关建议，以期为运动员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帮

助。

1 研究对象、方法与现状描述

1． 1 研究对象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的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男

性运动员 207 人，女性运动员 153 人，共计 360 人;

其中，二级运动员 172 人、一级运动员 147 人、健将

级运动员 41 人。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资料法 查阅相关专著和中国知网

(CNKI)检索的相关文献，查阅了近十年来我国高

校运动员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现状的

相关文献 150 余篇，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搜集所需的

理论依据。
1． 2． 2 问卷调查法 对全国范围内的普通高等院

校的高水平运动员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 386 份，问卷回收率为 96． 5%。其中有效

问卷 360 份，有效率 93． 26%。
1． 2． 3 数理统计法 本文运用 SPSS17． 0 对调查

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1． 3 现状描述

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2007—2011
年五年间我国试办高水平运动队院校的运动员初

次就业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2］，体育特长生的就业

分布大 部 分 在 事 业 单 位 (27． 9% ) 和 企 业 单 位

(41% )［3］。2008 届江苏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

就业单位主要以三资企业、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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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4］;辽 宁 省 高 校 高 水 平 运 动 员 毕 业 后 仅 有

16． 7%的运动员根据所学专业找到了对口的工作，

33． 3% 的运动员凭体育特长找到了体育专业以外

的工作，41． 7%的运动员毕业时要另谋出路，8． 3%
的运动员毕业后处于失业状态

［5］。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

就业现状并不乐观，大多数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

毕业后都在从事与体育无关的工作。上述现象必

然会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

的阻碍，从而影响到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因此，

运动员的就业问题不仅仅关乎运动员个人的发展，

甚至会影响到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的顺利实现。
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就业现状不佳的

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运动员并没有形成合理的

职业期望与完整的职业规划体系。就业期望值与

实际就业存在差异会对毕业生的成功择业、工作的

稳定性及发展、就业的心态以及心理调节能力均产

生较大影响
［6］。在这个背景下，职业期望的研究

不仅迫切，且有助于指导运动员个体准确定位自己

的职业能力
［7］，使其能够以自己的职业期望作为

切入点，从个人的本质需求出发，结合就业形势，建

立正确的就业路径，与此同时，改善体育系统流动

不畅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2 结果分析

2． 1 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高水平运动员通过招生考试被高校录取后在

不同院系进行学习，且多以文科专业为主。学习期

间，运动员除了要进行日常的运动项目的训练外，

还需在其所在院系进行专业文化课的学习( 如旅

游管理、行政管理等专业)。从现实情况看，他们

文化课学习的课时远大于 运动项目的训练时间。
为此，有些运动员在毕业后会放弃运动项目而选择

从事与大学所学文化课相关的工作。
如图 1 所示，约 80% 的运动员期望的职业集

中在体育教师与教练(25． 3% )、企业单位的工作

职位(18． 4% )、自主创业(17． 8% ) 和事业单位的

行政职位(16． 6% )。其中，期望从事体育教师与

教练一职的运动员所占比例最高，而 6． 0% 的运动

员选择了“其他”。表明存在一部分运动员对毕业

后的去向并没有进行考虑与初步的规划。

图 1 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期望从事的职业(单位:% )

2． 1． 1 不同性别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图 2 所示为

不同性别运动员的职业期望。经差异性检验分析，

性别与运动员的职业期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 241 ＞ 0． 05)。

图 2 不同性别运动员期望从事的职业(单位:% )

注:内环表示女性运动员;外环表示男性运动员。

但有研究显示:用人单位的男女大学毕业生比

例为 64． 5∶35． 5，试办高水平运动队院校毕业生就

业中也存在“女性就业难”的现象
［2］。不仅在运动

员群体，综合高校整体的就业，女大学生的就业质

量也普遍偏低，职业期望实现难度较大
［8］。造成

这种“期望相同，就业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的

原因是，在性别意识的作用下，社会对男女运动员

存在潜在的认同差异。
2． 1． 2 不同运动等级的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经差

异性检验分析，运动等级与运动员的职业期望存在

高度显著性差异(P = 0． 000 ＜ 0． 01)。如表 1 所

示，不同运动等级的运动员期望的职业中，除军人

(P = 0． 083)和其他(P = 0． 345) 项外，都存在显著

性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约 80%的国家二级运动员期望

的职业依次为:体育教师与教练(20． 7% )、企业单位

的工 作 职 位 (20． 2% )、事 业 单 位 的 行 政 职 位

(17． 7% )和自主创业(16． 7% );约 80%的国家一级

运动 员 期 望 的 职 业 依 次 为: 体 育 教 师 与 教 练

(28． 1% )、企业单位的工作职位(17． 5% )、事业单位

的行 政 职 位 (17． 5% ) 和 自 主 创 业 (16． 2%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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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的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期望的职业却集中在体 育教师与教练(39． 0% )和自主创业(31． 2% )两项。

表 1 不同运动等级检验统计量ab

体育教师
与教练

公务员
事业单位的

行政职位
企业单位
工作职位

自主创业 军人 其他

卡方 9． 624 15． 351 9． 76 12． 224 8． 575 4． 971 2． 126
df 2 2 2 2 2 2 2

渐近显著性 0． 008 0． 000 0． 008 0． 002 0． 014 0． 083 0． 345

注:a:Kruskal Wallis 检验;b:分组变量:您目前的运动等级。

如图 3 所示，运动员对“体育教师与教练”的期

望会随着运动等级的升高而升高;对“企业单位工作

职位”、“事业单位行政职位”和“公务员”的期望则

随着运动等级的升高而下降———即运动等级越高，

运动员越期望从事与运动专项相关职业就越低。

图 3 不同运动等级的运动员期望从事的职业(单位:% )

2． 1． 3 不同生源地的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经差异

性检验分析，不同生源地的运动员的职业期望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P = 0． 368 ＞ 0． 05)。
如图 4 所示，不同生源地的运动员最期望的职

业仍是体育教师与教练，但来自乡镇和农村的运动

员期望从事体育教师与教练相关职业的人数比例

高于来自城市的运动员。但有研究指出:来自城市

家庭的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状况总体优于来自农

村家庭者
［9］。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

蓝皮书:201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的就业率(87． 2% ) 明显

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81． 2% )”。［10］

图 4 不同生源地的运动员期望从事的职业(单位:% )

上述表明:不仅是运动员群体，在全体大学生

群体中都存在城乡生源就业机会不均等的现象。
这种不平等是由于运动员在就业过程中可能会由

于其城乡背景而受到用人单位的区别对待，因此造

成了“期望相同，就业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
2． 1． 4 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经差异

性检验分析，运动项目与运动员的职业期望存在高

度显著性差异(P = 0． 003 ＜ 0． 01)。如表 2 所示，运

动员期望的职业中，公务员(P =0． 008 ＜0． 01)、企业

单位的工作职位(P =0． 001 ＜0． 01)、军人(P =0． 006
＜0． 01)、其他(P =0． 008 ＜0． 01)等职业与运动项目

存在高度显著性差异;其他职业的 P 值均大于0． 05，

表明与运动项目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2 不同运动项目检验统计量ab

体育教师
与教练

公务员
事业单位的

行政职位
企业单位
工作职位

自主创业 军人 其他

卡方 13． 525 19． 109 8． 867 25． 672 5． 604 19． 664 19． 218
df 7 7 7 7 7 7 7

渐近显著性 0． 06 0． 008 0． 262 0． 001 0． 587 0． 006 0． 008

注:a:Kruskal Wallis 检验;b:分组变量:您目前从事的运动项目。

如表 3 所示，除传统类和小球类项目外，其余各

项目的运动员最期望的职业仍是体育教师与教练。
传统类项目运动员最期望的职业为企业单位的工作

职位和自主创业，共占 42． 8% ;小球类运动员最期望

的职业为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职位，共占 52． 5%。
传统类项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相关

领域的人才相对较为饱和，另一方面，学生会更加

喜欢相对较为新兴的项目，对传统项目的兴趣则相

对较弱。因此，市场需求不大导致部分传统项目运

动员的职业期望偏离体育系统。同时，受举国体制

的影响，三大球、田径、游泳等项目在群众中的普及

率较高，小球类项目中除乒乓球外，其他项目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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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的普及率相对偏低，从而导致部分小球类项目 运动员的职业期望偏离体育系统。

表 3 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期望从事的职业(单位:% )

传统类 大球类 定向越野 跆拳道 体操 田径 小球类 游泳

体育教师与教练 16． 3 26． 2 22． 6 35． 7 31． 4 26． 4 14． 8 30． 8
企业单位的工作职位 22． 4 17． 7 16． 1 14． 3 14． 1 14． 6 30． 7 23． 1
自主创业 20． 4 16． 2 12． 9 14． 3 21． 8 20． 1 12． 9 23． 1
事业单位的行政职位 14． 3 17． 3 6． 4 28． 6 16． 7 13． 2 21． 8 15． 4
公务员 10． 3 13． 3 16． 1 0． 0 5． 8 15． 3 10． 9 7． 6
其他 4． 1 4． 9 19． 4 0． 0 7． 7 3． 5 8． 9 0． 0
军人 12． 2 4． 4 6． 5 7． 1 2． 5 6． 9 0． 0 0． 0
合计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2． 1． 5 不同社会阶层的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以父

母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影响着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

阶层地位的获得，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

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
［11］。

因此，笔者以运动员父母的职业地位作为测量与划

分本文研究对象的社会阶层的标准。
表 4 所示为不同社会阶层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经差异性检验分析，社会阶层与运动员的职业期望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 136 ＞ 0． 05)。有学者从

职业社会地位的角度指出:具有较高社会阶层背景

的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职业地位相对优于具有较

低社会阶层背景者
［9］。这种“期望相同，就业结果

却大不相同”的现象是因为社会阶层较高者拥有

较多的 社 会 资 源 ( 政 治 资 源、经 济 资 源、文 化 资

源)，可以利用其社会资源获得更好的职业，而社

会阶层相对较低者则因社会资源的缺乏而选择较

少或无从选择。

表 4 不同社会阶层背景的运动员期望从事的职业(单位:% )

体育教师
与教练

企业单位
的工作职位

自主创业
事业单位

的行政职位
公务员 其他 军人 合计

0 18． 6 20． 9 18． 6 20． 9 9． 3 11． 7 0． 0 100． 0
1 21． 4 11． 9 21． 4 11． 9 11． 9 9． 6 11． 9 100． 0
2 23． 9 13． 0 20． 7 15． 2 10． 9 6． 5 9． 8 100． 0
3 29． 2 19． 5 14． 2 18． 6 11． 5 4． 4 2． 6 100． 0
4 32． 0 16． 0 12． 0 16． 0 20． 0 0． 0 4． 0 100． 0
5 32． 8 15． 5 22． 4 10． 9 9． 2 5． 2 4． 0 100． 0
6 22． 8 24． 0 12． 7 24． 0 10． 1 5． 1 1． 3 100． 0
7 17． 5 25． 0 17． 5 20． 0 12． 5 5． 0 2． 5 100． 0
8 26． 7 20． 0 25． 0 10． 0 8． 3 6． 7 3． 3 100． 0
9 18． 0 28． 2 12． 8 17． 9 7． 7 10． 3 5． 1 100． 0
10 15． 2 18． 1 11． 1 23． 6 20． 8 5． 6 5． 6 100． 0

注:0:缺失;1: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农业劳动者阶层;3:产业工人阶层;4: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5:个体工商户阶层;6:办事

人员阶层;7:专业技术人员阶层;8:私营企业主阶层;9:经理人员阶层;10: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12］

2． 2 对运动员的就业指导建议

2． 2． 1 开设职业指导课程 调查发现:由于缺乏

对就业形势的了解，造成了运动员盲目的乐观与自

信，进而产生过高的就业期望。如图 5 所示，面对

严峻的就业形势，高达 91． 2% 的高水平运动员认

为能够自信的面对，仅有 8． 8% 的运动员表现出茫

然失措和焦虑。在我国现有的体育体制下，建立更

完善的运动员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体系是缓

解我国优秀运动员就业难的可行办法
［13］。因此，

通过就业指导课程帮助运动员正确的认识就业形

势，可以有效地引导运动员树立正确的职业期望，

这一举措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另一方面，通过就

业指导课程对运动员进行教育宣传，督促运动员提

早做出就业准备，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的就业信心和

避免运动员盲目自信。

图 5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运动员的就业信心(单位:% )

针对上述“期望相同，就业结果却大不相同”
的现象，通过就业指导课程使运动员认识到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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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势与自身定位后，可以指导运动员树立符合

自身实际的职业期望。如等级较高的运动员应根

据自己的职业期望提早进行相应的就业准备，不仅

在专项技能上精益求精，同时还要加强职业综合素

质的培养，以更好地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运动等

级相对较低的运动员应适度降低职业期望，根据自

身的实际能力和兴趣，确立合适的职业期望。
另一方面，就业指导课程可以帮助运动员预测

就业前景。运动员在确立职业期望的同时，除了要

考虑到自身对运动专项的热爱外，综合考虑职业的

市场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如传统类项目由于其

发展历史悠久，人才储备充足，市场需求相对较小;

较为新兴的如跆拳道项目较受欢迎，市场需求大。
根据市场需求有目的性地选择就业方向，能够有效

避免就业资源的流失。
2． 2． 2 完善课程体系设置

由于学训矛盾、收入微薄、学历贬值、教育资源

浪费、竞技体育资源浪费等问题，在“院校化”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下出现了高水平运动人才“即

专非专”的 现 象
［16］。根 据 笔 者 的 研 究 显 示: 有

56． 1%的运动员认为“文化素质不足”是阻碍自己

就业的最大问题。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需完成

运动队的日常训练，承担各种比赛任务，同时也要

进行文化课程的学习。而大多数运动员并没有把

太多的精力用在文化课程的学习上，因此造成了文

化素质严重偏低;另一方面，随着大学生职业期望

趋向理性和成熟，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演变

成了大学生择业的一个主导因素
［6］。因此，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在进行择业时会更加注重自己对工

作的兴趣，而非薪酬。如图 6 所示，在进行择业时，

运 动 员 首 要 关 注 的 是 对 工 作 本 身 的 兴 趣

(19． 7% );其次为工资水平与福利(17． 0% );较少

的会关注到单位的类型及规模(7． 3% ) 和其他不

确定因素(1． 8% )。

图 6 运动员择业时考虑的因素(单位:% )

基于上述研究，在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从专业

与兴趣出发，通过调整运动员的课程体系结构，对

运动员进行多方面的培养是缓解运动员学训矛盾

的可行措施。如北京体育大学所提出的以课程结

构体系调整为核心搭建“平台 + 模块”的培养结

构，使学生在提升科学、人文素养，具备宽广的学科

视野的同时，还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就业、深造需

求
［17］。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的“一专多能”型人才

不仅能够拓宽运动员的就业面，为运动员的自主择

业提供更大的空间，还能使运动员更加从容地应对

激烈的就业形势。
另一方面，针对运动员最期望从事体育教师一职

这一现象，高校应开设相关教师资格培训课程，帮助

运动员掌握从业的基本素质;督促运动员考取相关的

资格等级证书，帮助运动员获得从业的基本条件。
2． 2． 3 促进信息有效交流 身处信息时代，网络

新媒体的有效应用能够帮助运动员及时获取就业

信息，并在实践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大

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和线下两大信息源获取就业信

息，招聘网站和校园招聘会、宣讲会备受青睐。同

时，综合使用多个搜索渠道是主要的信息获取方

式
［14］。如图 7 所示，普通高校在校运动员获取就

业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网络媒体信息和校园就业信

息。但是，笔者的调查数据显示:有 15． 8% 的运动

员认为“就业信息少”是其就业过程中的最大障

碍。基于此，高校应提高网络新媒体的有效利用

率，拓宽校园招聘会的宣传渠道，以确保运动员能

够及时获取有效就业信息。
另一方面，对在校高水平运动员的调查显示:其已

毕 业 队 友 的 去 向 主 要 为 体 育 教 师 与 教 练

(30． 4% )。有学者指出，新一届大学毕业生求职

时更多基于上一届毕业生的求职经验来建立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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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预期
［15］，图 8 所示已毕业运动员的流向与图 1

所示在校运动员的期望完全相符，表明已毕业运动

员的去向会对在校运动员的职业期望造成直接影

响。但教练与队友作为重要的就业信息源，在图 7
所示的运动员就业信息获取途径中所占比例却最

低。

图 7 运动员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单位:% )

基于上述现象，建议高校以座谈会或讲座的形

式定期组织就业较成功的运动员返校与在校运动

员进行交流与提供经验。
2． 2． 4 加大就业扶持力度 在同等条件下，运动

员的就业期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无可厚非，而上述

“期望相同，就业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再次暴

露了一个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就业歧视。因

为女性社会角色的特殊性，女性比男性在生理、家
庭等方面要承受更多的负担，造成了用人单位在录

用时对女性在不同程度上的歧视。不同生源地和

不同社会阶层的运动员同样也因出身环境与家庭

条件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

图 8 在校运动员已毕业队友的职业(单位:% )

面对就业性别歧视，加大社会政策扶持力度、
完善就业制度是有效的缓解方式。例如在 2018 年

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上，有代

表就建议增设父亲育儿假，使父亲分担生育责任，

减少女性的生育相对成本，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根

据调查数据显示:明确表示毕业后期望留在省城就

业的 运 动 员 占 39． 44%，想 要 回 到 家 乡 的 仅 占

19． 17%，认为省城和家乡都可以的占 41． 39%。
面对城乡生源就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在政策上鼓

励运动员返回家乡工作，倡导运动员针对自己的职

业意向和家乡所在地综合考虑就业地点，是改善就

业地域歧视的可行办法之一。而归根到底，改变录

用观念、完善就业机制，才是消除运动员就业歧视、
促进就业公平的根本所在。

3 结论

(1)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最期望从事

的职业为体育教师与教练。
(2)运动员的职业期望与性别、生源地和社会

阶层背景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运动等级和运动项

目存在高度显著性差异。
(3)运动员的职业期望与就业现状不符，就业

状态不佳。
(4)在对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应注意:开设职

业指导课程;完善课程体系设置;促进信息有效交

流;加大就业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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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recovery time for maximal benefits between heavy resistance
training (a set of 5 repetitions at 90% 1-ＲM) and an explosive activity in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jump athletes
and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applying Post-Activation Potentiation (PAP) to practical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s． Methods: Testing the height of Counter Movement Jump(CMJ) and dynamics data after heavy re-
sistance training (a set of 5 repetitions at 90% 1-ＲM) in different recovery time and analysing them． Ｒesults:
When the subjects performed the countermovement jump immediately (15s) after the heavy resistance training，

their jump height was reduced compared with baseline，an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 05); when it was
observed after 4，12，16 min of recovery，their jump height was unchanged compared with baseline; maximum
jump height during the countermovement jump was observed after 8 min of recovery，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jump height recorded at baseline (P ＜ 0． 05) ． In addition，peak power output after 8 and 12 min time of re-
cove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recorded at baseline during the study(P ＜ 0． 05) ． When the subjects
performed the countermovement jump after the heavy resistance training，their peak power output was unchanged
at 4 and 16 min recovery time compared with baseline． Their peak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was reduced at 4
and 16min recovery time compared with baseline，it was unchanged at 12 min recovery time compared with base-
line and maximumly increased at 8 min recovery time compared with baseline． Conclusion: PAP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jump performence of jumping athletes，and the optimal recovery time is 8 min．
Key words: PAP; heavy resistance; optimal recovery time; CMJ;


jump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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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areer Expectations of High-Level Athlet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Suggestions for Employment Guidance

CHEN Zhi-wei1，LI Zhao1，ZOU hong2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Athletes career expectations are the essence of athletes employment． With literature，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 statistics，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st 360 professional athlet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bout
their career expectations． It shows that (1) Most of the career expectations of student athletes are to be a coach
or sports teacher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areer expectations and gender，birthplace，or
social stratum background，whilst career expectations are high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o sports events and sport-
proficiency level． Based on the career expectations of athletes，the employment guidance of athletes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setting up a career guidance course; perfecting the setting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promoting ef-
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of employment．
Key words: ordinary university; high-level athletes; career expectations; employment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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