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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就业现状分析

1.1性别比例

由于体育舞蹈属于舞蹈类项目，中国传统理念中会认为学习

舞蹈会导致男生性格女性化。此外，女生的身体素质也更适合

学习体育舞蹈。选择体育舞蹈专业女生人数多，就业竞争压力

大。选择体育舞蹈专业男生人数少，相对女生而言，就业圧力

小，另外，体育舞蹈又有竞技成分在里面，相对身体的力量素

质、速度素质来说男生在此方面更占优势，且这其实是一门男

士占引导位置的舞蹈。故而体育舞蹈专业男生就业率会优于女

生，男生就业比例高于女生。对就业的前景也更加看好。

1.2就业类型

表1     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学生就业类型（N=386）

从表1中可以看出，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毕业生在就业类型

上，53.37%的被调查者会选择参加应聘，应聘自身感兴趣的行业

工作，这代表了江西省高校里大多数体育舞蹈毕业生毕业后的就

业选择，这种方式能更多元化的让求职大学生找到自己心目中理

想的岗位，同时也有助于体现自身日后在此岗位上的个人价值。

27.20%的毕业生会选择自主创业，自己创办俱乐部或公司，从而

将自己的专业技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创造自己的财富。6.70%的

毕业生会选择读研究生，继续深造，还有12.44%的毕业生不从事

本专业的工作，待业在家。进修学习等。总体而言，江西省高校

体育舞蹈毕业生就业类型多种多样，较能契合就业市场的需求。

1.3就业去向

表2     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学生就业去向（N=386）

从表2 中可以看出，第一位的就业去向为培训机构，这部

分学生占比为43.26%。目前对于体育舞蹈的巨大需求使得体育舞

蹈专业毕业生几乎都能在培训机构中到工作。9.03%的毕业生选择

进入政府机关，这与其家庭因素、个人想法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体育舞蹈毕业生，其专业特点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尤其在人际交

往方面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6.84%的毕业生选择事业单位，据了

解大部分选择偏向于体育教师，少数则会选择担任其他科目教师，

这和体育舞蹈本身带有竞技元素有关。22.54%的毕业生会选择进

入企业工作，除了培训机构，他们从事可能与自己专业并不对口

的工作，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参与就业竞争时的竞争力，大部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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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舞蹈专业的毕业生即便是从事其他行业，由于其外形气质俱

佳，均能赢得面试官的青睐，从事空乘，销售等职业。还有

8.03%的毕业生会选择其他就业去向，对于自身专业性过硬的毕

业生会选择发展成为体育舞蹈专业选手，并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国

标舞选手为自身职业目标。

1.4就业形势

表4     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学生就业形势（N=386）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中，针对江西省高

校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的合计共有41.97%的学生认识到了目前就

业形势的严峻性，但比其他专业学生容易就业，这与自身学习舞

蹈的心态和大部分艺术生自身的性格息息相关，就业面相对广泛，

可向教师，空乘，销售，模特等方面发展，但其中也不失竞争力。

也有14.50% 的学生认为目前体育舞蹈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

峻，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与每一位毕业生在校的知识储备，及

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关。34.71%的学生认为就业形势相比其他专业

较为乐观，与其自身的能力，和自信有关，并在应聘时懂得满足

用人单位的需求，从而提高自身就业率。而对于职业规划没有准

备的毕业生，占2.6%则会较为悲观，甚至根本不了解当前的就业

形势。

1.5就业满意度

表5     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学生就业满意度（N=386）

从表 5中可以看出，9.59% 的毕业生对目前的就业情况十

分满意，39.38%的毕业生对于目前的就业情况比较满意，还是

能够在自己现在的工作中找到成就感的。43.52%的毕业生对于

目前的就业情况持一般满意态度，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仅7.51%的学生对于目前的就业状况不满意，

觉得专业不对口，薪资待遇各方面不是很理想。这说明虽然目

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但相对而言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所受影

响较小，就业形势较为乐观，使得学生对于目前的就业状态也

较为满意。

2　影响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因素分析

2.1自身因素

就业类型 应聘 自主创业 读研 其他

选择频数 206 105 27 48

百分比（%） 53.37 27.20 6.70 12.44

体育舞蹈就
业形势

十分严峻，
很难找到合
适的工作

有点严峻，但
比其他专业学
生要容易

较为乐观，
相比其他专
业要容易

十分乐观，
基本都能找
到工作

不了解

选择频数 56 162 134 24 10

百分比（%） 14.5 41.97 34.71 6.22 2.60 

就业满意度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选择频数 37 152 168 29

百分比（%） 9.59 39.38 43.52 7.51

就业去向 培训机构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 其他

选择频数 167 36 65 87 31

百分比（%） 43.26 9.03 16.84 22.54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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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影响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就业的自身因素（N=386）

多选

从表6中可以看出，52.33%的学生缺乏面试技巧或者语言交

流的方法，导致其虽然在校表现优秀，但在从学生转换为求职者

的过程中无法去面试官很好地进行交流，无法在面试官面前表现

出自己的优点，进而发挥失常。50.52%的学生就业的期望值太高，

这其实是因为自我认知不足，不能够用实事求是的看法看待自己，

在职场中无法找到自我的准确定位，也就丧失了就业机会。54.

40%的学生是因为综合能力的缺乏，专业技能的突出并不能使应聘

者脱颖而出，而必须综合能力优秀，才能把握住机会。48.45%的

学生专业技能或者理论知识达不到要求，无法在在激烈的职场竞

争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

2.2学校因素

表7     影响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学校因素（N=386）

从表7中可以看出，51.30%的学生表示学校的就业信息不够，

导致学生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学校应及时地公布相关的招聘信

息，举行校园线上线下招聘会，使学生充分了解有关的就业信息，

更好地找到心仪的工作。48.24%的学生表示学校就业指导不够。

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需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若学

校没有对学生进行合适的就业指导，则会极大的影响学生的就业

情况。学校应做好与各个就业单位的沟通工作，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等等。

2.3社会因素

表8     影响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社会因素（N=386）

表8中可以看出，48.45%的学生表示国家的就业政策对大学

生就业起主导性作用，有应届毕业生报考国家公务员、应征入伍

等等，还有毕业生就业的有关规定，比如统一使用报到证的规定、

报道期限的规定、报到后工资工龄的规定、结业生就业的规定等

等。若能有效的利用这些政策，就能对就业产生积极效果。37.56%

的学生表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影响着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之一。

3　结论

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学生性别比例较为不均衡，选择体

育舞蹈专业的女生远远超过男生。男生在从事体育舞蹈行业的就

业率高于女生，但女生的就业空间更为广阔。在就业类型的选

择问题上，由于市场对体育舞蹈人才的需求旺盛，导致大多数

体育舞蹈毕业生会选择直接应聘。在就业去向的选择上，大部

分学生都会选择进入培训机构工作，且更多的会选择二线城市和

自己家所在的县城或者乡镇作为就业工作地。大部分毕业生都认

识到了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问题，但对于体育舞

蹈专业的就业形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虽然目前就业形势较

为严峻，但相对而言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所受影响较小，基本

都能找到较为满意的工作，因而他们对于就业的满意度也较高。

影响江西省高校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因素主要有自身因

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自身因素主要包括缺乏面试技巧或

者语言交流的方法、就业的期望值太高、综合能力的缺乏、专

业技能或者理论知识达不到要求，体育舞蹈专业毕业生应努力提

高自身综合能力，降低对就业的期望值，摆正对自我的定位，

并有针对性的训练自己面试技巧和语言交流的能力。学校因素包

括就业信息公布不够、就业指导不够，学校应及时公布就业市

场和就业信息，做好与学生的与企业单位的沟通和联系，引导

学生就业。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国家的就业政策。

4　建议

1.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尤其是出台舞蹈专业相关的就业刺激

政策，如制度奖励、就业补贴等等，鼓励学生积极就业，为

学生创造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提髙学生就业的积极性。

2.完善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开设校园招聘会，为学生

增加更多的就业平台，为每个学生的就业心理提供辅导。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学生就业压力。国家应完善就

业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暂时无法就业与暂时失业的大学生进

行一定程度的保障。

4.学生自身应把专业的技能放在首要位置，使自己本身的专

业技能达到一定水平。在大学期间多参加学校和社会举办的各种

实践活动，为自己积累宝贵的活动经验和社会经验，才能在将

来的就业中获得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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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因素
缺乏面试技巧
或者语言交流

的方法

就业的期
望值太高

综合能力
的缺乏

专业技能或者
理论知识达不

到要求

选择频数 202 195 210 187

百分比（%） 52.33 50.52 54.40 48.45

学校因素 就业信息公布不够 学校就业指导不够

选择频数 198 109

百分比（%） 51.30 48.24

社会因素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国家的就业政策

选择频数 145 187

百分比（%） 37.56 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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