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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直接反应该专业现阶段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为了推进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科

学合理进行课程改革，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哈尔滨体育学院 2014 年至 2017 年

毕业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进行就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毕业能直接参加工作的比例较低；就业地点

仍以大众城市为主；毕业生在毕业后进入学校就业比率最大，但是逐年减少；毕业后从事非体育工作的毕业生占比最多；

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工作发生过变动，且变动后大部分毕业生资金上涨，而且除工资因素外，家庭，规划也是影响毕业

生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设置应该更与社会接轨更广泛更多元，全面提升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毕业生综合素养。

【关键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体育学院；毕业生；就业

前言

武术专业在 1988 年被收录到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

高等学校目录中 [1-3]，成为新建设的本科院校专业之一，

1999 年全国开始大范围招收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本科

生，到 2003 年为止全国的 14 所体育类院校都独立开设该

专业并且招收到武术专业学生 [4-6]。2011 年中国教育部对

本科高等院校学科目录进行调整，设想将“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更名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7-9]到了2003年，

全国体育类院校全部开始招生培养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

学生。

现如今社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武术专业学生就业压力

也空前严峻，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对专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是民族传统武术发展的重要标杆。毕业生就业形势以及就业

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此专业的发展前途以及未来走向
[10-15]。为了确保武术专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武术专业研

究生进行毕业就业情况调查。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哈尔滨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历年毕业生 288 名。其

中 2014 级毕业生 59 名、2015 级 93 人 2016 级 61 人、2017

级 75 人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百度学术、万方数据库，对于本研

究有关的论文期刊进行分析研究，整理出相关网上资料，获

取相关理论数据。

1.2.2 问卷调查法

严格按照问卷制作流程和方法，制定《武术与民族传

统体育毕业生就业情调查表》，以邮箱、微信等方式请专

家讨论此问卷，根据专家所提意见修改问卷内容选项最终

形成问卷。组织小范围预调查，α=0.859 在问卷信度标准

之内。

通过辅导员、教师、同学等和往届毕业生取得联系，使

用微信渠道、网络及现场渠道发放问卷，向往届毕业生发放

问卷325份回收问卷302份回收率92.9%,有效问卷288份，

有效回收率 95.3%。调查对象毕业时间见表一。

表一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

毕业时间表

毕业时间（年） 人数 百分比 %
2014 59 20.4
2015 93 32.3
2016 61 21.2
2017 75 26.1

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21.0 和 Excel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加以

整理得出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2014-

2017 年毕业生就业时间调查分析

（见图一）

经调查发现，四分之一多的武术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就

找到了工作给岗位完成就业，大约 40% 毕业生在毕业一年

之内解决就业问题，约 23% 毕业生在毕业后的二至三年内

完成就业，就业人数最少的是毕业后两个时间段分别是毕

业后第一至二年内、毕业第三后年后，只有 7.3% 和 4% 的

人完成就业。

由表二可得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毕业即就业

比率在2014年到2016年逐年提高，到了2017年有又所下降。

在 2014 年到 2017 年超过半数的毕业生都能在毕业一年内找

到工作，在毕业一年内是重要就业节点，第二个关键时段就

是毕业的二至三年，大部分毕业生也在这阶段找到工作，其

余剩下很少一部分会在三年后完成就业。

2.2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地

点调查分析

由图二可得知，大部分毕业生在毕业后所选择的就业地

点大多为相对发达的城市或者县城，这二者的就业比例占超

过四分之三，其余毕业生会选择在农村和乡镇就业。

由表三可得知，2014 年至 2017 年毕业生有超过半数的

人会选择去城市和县城就业，选择乡镇和农村的人在少数，

不过就统计来看，农村乡镇就业人数在增加过程中，反而大

中城市和县城等地区就业人数在下降。

2.3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毕业生就业单位性

质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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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2014-2017 年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时间图

表二 2014-2017 年哈尔滨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生毕业就业调查表

毕业时间
毕业即就业 毕业第一年内 毕业一至二年内 毕业二至三年内 毕业三年后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014 13 22% 23 39% 4 7% 16 27% 3 5%
2015 22 24% 48 52% 5 5% 16 17% 2 2%
2016 21 34% 20 33% 4 7% 12 19% 4 7%
2017 17 23% 38 51% 9 12% 11 14% 0 0

图二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地点调查图

表三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地区调查表

毕业时间
大中城市 县城 乡镇 农村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014 29 49% 22 38% 7 11% 1 2%
2015 48 52% 33 35% 8 9% 4 4%
2016 33 54% 19 31% 6 10% 3 5%
2017 31 41% 30 40% 11 1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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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调查图

表四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调查表

毕业时间
国企 私企 学校 个体 私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014 10 17% 7 12% 31 52% 6 10% 5 9%
2015 9 10% 19 20% 35 38% 8 9% 22 23%
2016 7 11% 14 23% 22 36% 8 13% 10 17%
2017 10 13% 18 24% 26 35% 11 15%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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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三可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大部分选择学校

为就业单位，其次会选择私有企业和机关单位就业，个体单

位来说就业率最低，只有 11.4%。

由表四可得知，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选择学校性质和国

企性质单位为就业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而作为个体单位或者

私人单位的就业比率在逐年上升。其中 2015 年选择私人就

业比率最高为 23%。

2.4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情况调查

分析

由图四可得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半数以

上所选择的工作是与自己专业不对口的，而仅仅只有不到三

分之一会选择和体育有关的工作。

由表五可得知，历年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大

部分都不会从事与自己本专业相对口的工作，只有 2016 年

从事本专业人数超过从事体育专业工作人数，其余毕业时间

从事本专业人数与从事体育专业工作的人数相加也大达不到

整个毕业生人数的半数。

2.5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比例情况调查

分析

由图五可得知，武术与民族体育毕业生有接近 65% 在截

至到问卷发放过程时未有工作变动，而大约 35% 的毕业生已

经至少发生了一次变动。

2.6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频率情况调查

分析

表六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频率调查表

变动频率 /次 人数 百分比
1 110 38.2%
2 149 51.7%

3 次及以上 29 10.1%

由表六可得知，在 288 名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中

有 110 名工作发生了一次变动，大约占 38% 的比例。占比

最多的是工作变动两次的，大约有 52% 的人变动两次，共计

149 人。变动 3次及以上的人数最少只有 29 人。

2.7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后薪金情况调

查分析

表七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后薪金情况

调查表

薪金变动情况 人数 百分比
升高 197 68.4%
降低 27 9.3%

有升高有降低 64 22.3%

由表七可得知，毕业工作变动后薪金增长的的占总比例

的 63%，也是人数最多的有 197 人。但也有少部分毕业生工

16%

28%56%

从事本专业工作46人 从事体育专业工作80人 从事非体育专业工作162人

图四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情况调查图

表五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情况调查表

毕业时间
从事本专业工作 从事体育专业工作 从事非体育专业工作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014 8 14% 14 24% 37 62%
2015 16 17% 27 29% 50 54%
2016 16 26% 13 21% 32 53%
2017 14 19% 18 24% 43 57%

否 187人, 
64.90%

是 101人, 
35.10%

否 187人 是 101人

图五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化比例调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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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变动后薪金下降，占 9.3。另外有 64 人变动工作后薪金

有升高有下降占 22.3%。

2.8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原因调查分析

表八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动原因调查表

工作变动原因 频数 百分比
家庭原因 50 17.4%
福利待遇 142 49.3%
身体原因 20 6.9%
职业规划 96 32.2%
工作环境 73 25.3%
被辞退 7 2.4%
其他原因 25 8.7%

由表八可知，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工作变化的主

要原因以家庭、待遇、职业规划、工作环境为主，四者的影

响比例分别为 17.4%、49.3%、32.2%、25.3%。其余原因例

如身体原因等对工作变动的影响比较小。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 超过半数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在毕业一

年内完成就业，2014-2016 年毕业即就业人数比例也在缓慢

增加，但是到了 2017 年又有所下降。就整体来看，毕业生

在毕业后两年内大多都能完成就业，第三年及以后再完成就

业人数极少。

3.1.2 哈尔滨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毕业

后大多数选择去往大城市工作，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但是在 2016-2017 年毕业生选择留在大中城市的比例开始下

降，选择县城和乡镇就业的毕业生人数比例开始上升。

3.1.3 2014 年到 2017 年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大

多选择学校为第一就业目标，2014 年甚至超过半数毕业生

选择学校就业，不过自 2014 年之后毕业生学校就业率开始

降低，私人企业和个体就业率缓步上升。

3.1.4 很大一部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没有选择

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甚至从事与体育先相关的工作也在少

部分，大部分从事的是非体育专业工作，而且在 2014-2017

年之间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是从事非体育专业人数占大

部分。

3.1.5 哈尔滨体育学院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生有

超过三分之一人数工作发生过变动，其中超过半数的工作变

动超过两次，大多数毕业生工作变动后工资会有提升。并且

福利待遇也是影响毕业生工作是否变动的主要因素，其次家

庭、职业规划、工作环境也很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3.2 建议

3.2.1 体育院校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为毕业生提供充

分完善的实习工作，通过实习让毕业生提前掌握工作技术与

技巧，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对及早清晰对自己的职业做

出规划。另外，通过实习生的反馈，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

调整实习生实习方略，提早搭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交

流平台。

3.2.2 完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建设，更好的贴近

社会实际，与社会需求相接轨，防止毕业生与社会脱节。社

会进步飞速，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飞速改变，课程应当符合

社会需求，反应社会进步。其次，针对社会新型新兴产业与

领域，通过毕业生调查反馈，开展新课程，确保民族传统体

育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使得毕业生不存在短板更好就

业。

3.2.3 在对毕业生的就业知识教育中，注意多元化教育，

正确引导毕业生就业观念，大中城市固然好，但是不能忽视

乡镇与农村的就业需求。另外，学校也应该培养学生多远就

业的能力，不能只局限在理想环境，应开设多种类课堂。使

得毕业生掌握多种就业技能，适应不同环境，不同单位，不

同地区的就业。对于毕业生自主创业也要加以鼓励并开展相

应课程，满足毕业生多元需求，为学生灌输创新思维，适应

创新创业的发展需要。

3.2.4 对于就业知识的教育要贯穿学生整个大学时期，

不应仅仅在毕业前开设。就业课堂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

就业知识与就业资源，并且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合自己的

就业方向，为将来的就业及早奠定基础。

3.2.5 升级教学理念合理有序的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改

革。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及武术与民族传统专业技能，

深度挖掘武术内涵并融入课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

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快速适应社会的能力。

3.2.6 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经研究统计发现，

毕业生就业与培养目标之间还存在一定偏差，少部分会选择

本专业就业，同时也有很大部分在毕业近几年内更换工作。

因此对于目标的建设一定要符合学生需求，更广泛，适用性

更高，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民族传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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