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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体育教育专业就业期望进行调查研究，旨在通过归纳总结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的就业期望现状，了解他们在就业中期望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学生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紧跟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原则，为构建新的教学内容

及模式提供一些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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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次主要是以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就业期望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本文通过知网和万方数据的检索，针对当代体育专业大学生就业期

望，择业要求，影响因素，应对措施等方面查阅了相关的学术期刊和有

关方面硕博论文等方面资料。

1.2.2 调查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本次调查共发出的问卷有 100 份，收回

的问卷有 96 份，有效问卷 95，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

1.2.3 数据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Excel 对调查问卷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制作图表，

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1.2.4逻辑分析法

对研究的资料，采用逻辑学的原理和方法，对研究的资料进行归纳

总结、分析以达到相关的结果。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影响体育专业学生就业择业的因素

表1 影响体育专业学生就业择业的因素（n=95）

自我确定 父母 / 家庭影响 老师 / 学校影响 亲戚 / 朋友影响 其他
人数 16 6 66 4 3
百分百 17% 7% 69% 4% 3%

根据表 1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就业受学校、老师的影响较大，

占比为 69%；除了学校和老师影响外，选择自我确定的有 16 人，占

17%，其实自我方面的决定也跟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性。可

以看出，学校方面的因素对学生的就业影响相当大，大学期间体育教学

内容、教师教学水平、教师教学理念、体育课程设置，大学的社会知名

度等深度影响着学生的就业方向 [1]。

2.2  大学体育专业在校学生就业岗位类别分析

表 2 大学体育专业学生就业岗位类别（n=95）

考研 教师 公务员 事业单位 自主创业 国营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人数 10 65 8 4 4 2 1 1
百分百 11% 69% 8% 4% 4% 2% 1% 1%

根据表 2结果显示：体育专业的在校生在面对就业岗位类型期望时，首

选的是教师，所占比例为 69%  ，一共有 61 人；考研、考公务员和事业

单位人数基本差不多，均为 11%、8% 。从表中可以看出，体育专业的

学生的就业范围大部分选择在教师行业，就业渠道比较集中。随着近几

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增加，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考研深造。高校体育教育

专业毕业生就业面比较狭窄 , 毕业时对于就业信息的了解过于单一、片

面。就业主要集中于中小学及体育培训行业 , 毕业生局限于体育行业 ,

面对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 , 部分毕业生被迫开始跨行业就业 [2]。

2.3 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生源地与就业地域选择

表3 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生源地与就业地域选择（n=95）

省内 省外

生源地
人数 86 9
百分百 90% 10%

就业的
人数 81 14
百分比 85% 15%

根据表 3 结果显示，90% 的学生都来自贵州省内，10% 的学生来

自省外。在就业地域选择方面有 81 人选择在省内工作，只有 14 人选择

在省外其他地区工作。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各地都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就业范围选择在自己生源地的省内，或者

家乡附近。

2.4大学体育专业学生职业规划情况

表4 职业规划情况（n=95)

有明确规划 有一定规划 完全无规划
人数 16 23 56
百分百 17% 24% 59%

根据表 4结果显示，对于大多数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来说缺乏清晰职

业规划现象，这对他们的就业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在大学期间应该从进

校开始就需要有一定的职业规划，才能更有目的的进行学习 [3]。

2.5   大学生就业专业对口情况研究

表5 就业性质与体育专业相关度情况（n=95)

       高度相关专业    一般相关    不相关     完全不相关
人  数      78              9         5              3                                          
百分百     83%             9%        5%             3%                                                            

根据表 5结果显示：在就业期望是否跟自己专业相关性中，认为以

后要从事的职业高度相关的占百分比为 83%；与专业一般相关的占比例

为 9%；不相关和完全不相关的分别占 5%和 3%。通过结果分析，绝大

多数学生毕业后愿意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度强的职业。

2.6   教师资格证考取情况

表6 教师资格证考取情况（n=95)

              已取得资格证             未取得资格证
人    数          52                        43                                              
百分百           55%                       45%   

根据表 6结果显示，体育专业培养方案主要就是培养中小学体育教

师，但是目前我省体育专业的学生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学生相对较少，只

占了 55%，也就是说有差不多一半的学生无法从事教师行业，这就跟学

生就业期望形成了较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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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与结论

学生就业主要影响因素是大学教师和学校其他方面影响，因此学校

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根据学生的家庭背景、兴趣特点，

擅长领域，个人优势等情况安排专业就业导师和课程进行专业引导，充

分发现学生特长，深挖学生在就业方面的优势力量。

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能从事跟自己专业相关度较高的职业，但是目前

教师的社会需求空缺较少，竞争较大，而且能取得教师资格证的比例较

少，因此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课程学习外，应该增加学生取得教师资

格证和通过教师岗前考试的相关内容的教学。

学生期望在省内就业，教育者需要充分了解省内用人单位的人才需

要特点，比如专业术科要求，专业理论要求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针

对性的培养能胜任各种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4]。

近年来 , 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猛增 , 就业压力也在日益增大。如何在

大学体育教育中实现有效的以职业为导向的体育教育 , 对促进学生的未

来发展有很大的意义 [5]，但在目前培养方案中大部分教学精力和课程设

置都是在培养未来的体育教师，而在研究生、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其他

就业范围的培训相对太少，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内容和修改教学模式，

多元化的进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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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6页）面发展做好有力准备。

3.7反思教学问题，做出详细预判

反思环节的开展是教师结合体育课堂的教学情况和教学效果的进行

反思。良好的粉丝能够及时的发现教学中的不足之处，从而调整课程的

安排，能够保证后续教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在小学的体育教育中，

教师要主动开展教学反思的环节，根据教学的结果来做出详细的教学预

判，及时处理教学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为后续体育课堂的开展提供相

应经验的同时，增长体育课堂的教学质量，对学生体育学科的全面发展

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例如，在实施“乒乓球”的教学时，教师要及时关注学生对乒乓球

运动练习的进度，了解学生对乒乓球运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以此

为依托来进行教学的反思，针对课堂中所出现的问题来进行梳理，调整

课程的安排，处理好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保障后是体育课程开展的质

量和效果，用良好的教学质量为学生体育学科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8组织教学评价，促进全面发展

教学评价环节的开展，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身在体育学科中的薄弱

之处，有助于学生进行体育运动知识和技能的针对性补足。因此，在小

学的体育运动教育中，教师要主动组织学生开展教学评价环节，结合学

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以及他们对体育运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来对其

进行综合性的评价，让学生清晰的感知到自身体育学科的优劣势，并结

合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使其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

成对体育运动学科的扬长避短，提升学生的体育运动综合水平，促进其

体育学科的全面发展。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的体育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科学预设的方式来

组织学生开展体育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做好充足的课前准备，精细化的

设计教学环节，结合学生的体育运动水平，深入性思考课堂的教学，主

动构建小学体育的生本课堂，发挥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并有意识的融

入情境和游戏的元素，让学生以积极的情感参与到体育运动的训练中。

此外，教师也要及时开展教学反思和教学评价环节，调整体育的课程安

排，给予学生针对性的指导，提高小学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同时，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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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4页）乏味，学生的注意力容易缺失，而变革教学方式，更容

易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上。课堂练习加以辅助，更容易取得好的

效果。通过观察、视频、实验操作、角色活动调动学生的兴趣，让学生

在学习中大胆想象，活跃课堂气氛、积极思考，更容易让学生在学习中

讨论，提高学习效率。

②在《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学习认知以及学习方

法的建立对大学生学习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以自主管理为主的大学，学

习能力更是大学生所必须的品质。在教学过程中要抓住重点和难点 , 注

意教学的方式方法，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材料，激活学生的相关知

识经验，填补抽象的概念与原有经验背景之间的缝隙。采用多种教学方

式，将学生按照不同的学习风格进行分类，有针对性教学和利用好各种

资源，上课做到反馈，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增强学生学习的自我

效能感，在面对困难的学习任务时，能够克服困难，更加努力，而且在

承受来自外界的学习压力时，能够承受压力，以积极的情绪做好应对，

在各种学习任务中建立价值，不断的增强学习的自信，对自己的学习提

出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不断的促进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③大学学习与高中学习不一样，激发大一学生学习兴趣、转变学习

方式尤为重要，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中最主要的成分，具有学习兴趣的

同学，会觉得学习不会是负担，而是动力，要充分利用学生的爱好、兴

趣和文体活动与学生的学习发生联系，从他们最感兴趣的活动中转移到

学习上面。特别大一的学生因为大学适应方面会遇到各种困难，当学生

遇到学习困难进行有效的支持和帮助，能够缓解他们不良的情绪，还能

增强他们解决困难的信心，从而降低拖延行为发生的概率。所以鼓励他

们多参加课外活动，发展学习兴趣，主动的获取知识，从而促进学习，

防止拖延的发生。

④本研究只是选取部分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 , 今后研究应进一步探

讨《教育心理学》课程教学对不同年级和性别的大学生产生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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