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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中专业与职业分离(即专业不对口)的现实进行分析，认为其

分离现象已经存在，并影响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指出促成专业与职业分离的因素在于高等教

育大众化刚性推进，而促成人才市场的高度竞争、人才的相对饱和以及体育学科格局分布不合理、

盲目竞争加剧，专业设置重复以及专业结构性矛盾。提出了重视现实、把握体育高等人才市场趋

势；科学规划、积极引导，避免盲目竞争；修正培养的目标与规格，提高就业竞争的软实力；建

立新的通识加专识教育平台等人才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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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reality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major and occupation in the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onsidered that such a sign of separation has become prominent, and 

affected various aspects in talent cultivation.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at factors promoting the separation between 

major and occupation include rigid promotion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results in high intensity 

competition in the talent market and relative satiation of talents, irrational layou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escalation of blind competition, repeated major setup, and major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The authors worked out 

the following way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talent market; make plans scientifically; guide competition actively; avoid blind com-

petition; correc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nd specifications; enhance soft strength for employment competition; estab-

lish a new common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education combined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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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职业分离，即指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与从

事职业不对口或相关程度低，这种现象在我国现阶段

高校学生就业中已经显现。据华南地区 7 所“211 重

点”高校近 3 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与职业发展调

研报告》显示，2005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75.8%、2006

届为 76.2%、2007 届为 59.7%，有 40%的学生所从事

的职业与专业不对口，即有 40%专业与职业分离[1]。

而没有就业的的学生(考取研究生除外)，某种程度也

属于职业与专业分离，两者之和使专业与职业分离的

毕业生超过半数。 

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指导中心》(2008)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2007 年全国

体育专业本专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体育教育专业为

70%~75%、运动训练专业 65%~70%、社会体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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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0%~75%、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75%~80%、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不足 70%[2]。较低的就业中，专业不对口

同样存在。 

职业与专业分离对学生不公平，既是教育资源的

浪费，也给体育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等带来负面影

响。从职业与专业分离的角度，探析其本质，对普通

高校体育院(系)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专业设置、课

程体系、教学改革以及提高就业率都有着积极意义。 

 

1  促成专业与职业分离的因素 
    职业与专业分离源自高等教育外部、内部两大力

量的推动。外部力量来自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刚性

压力，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强力推进带来的压力；内部

力量来自于体育学科格局分布多样化、盲目竞争加剧。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

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发展战略和政府行为，目标导

向性十分突出。目标取向主要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

的角度考虑，具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很少

考虑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规律。1999 年，我

国政府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报告中，

明确规定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10 年要达到

15%的目标，在“十五”规划中这一目标的实现又被

提前到了 2005 年。事实上，2004 年，教育部统计全

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2 000 多万人，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达到 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

跃居世界第一，提前 6 年实现了 15%的目标[3]。2007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23%[4]。可见，政府

干预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因素。在快速

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体育高等教育发展尤为

明显，普通高等体育院(系)，在大众化教育大趋势的

压力下，挖掘潜力实现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由此造

成体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而正是大量体育专

业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增加、人才市场的高度竞争、人

才的相对饱和促成专业不对口。 

同时，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推进，也促使体

育学科内部格局分布多样化、盲目竞争加剧。长期以

来，我国体育学科建设主要由体育专业院校(体育院校)

和师范院校的体育院(系)承担，而其它普通高校的体

育仅仅是学校教育工作中的组成部分，所涉及的是面

向普通大学生，开展学生体育教学工作、课外体育活

动以及课余训练等为主的公共体育教育工作，不具有

培养高级体育专门人才的职能，也很少承担体育科学

研究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

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一些

普通高校通过合并和新学科设置，主动或被动参与体

育学科建设的进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前后，一部分

综合性大学因为与设有体育专业学科的师范院校合并

拥有了体育学科。一批设有体育专业的师范专科学校，

由于发展需要提升为本科院校，其中一部分学校成为

综合性院校，但都保留了体育专业，从而使得我国高

等体育学科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体育学科分布格

局发生变化的同时，高等教育在政府刚性压力下，也

快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从而也造成了体育学科的盲

目竞争加剧。由于缺乏国家级的总体规划与引导，再

加上各体育院(系)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攀比，造成了专

业重复设置、专业结构不合理。 

 

2  专业与职业分离对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 
专业与职业分离现象，对体育院(系)人才培养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才教育有失公平，某种程

度上讲也是对学生家长不负责任的表现。大量的体育

高考学子走入体育院系，希望得到良好的教育及获得

满意的就业。然而，学生毕业后又不得不面对专业与

职业分离的尴尬局面。其次，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大

量设置的各校体育专业，相应配置了软件、硬件资源，

因其产出的效益(专业与职业分离)不高而造成教育资

源的浪费。第三，学风建设与人才质量受到挑战。大

量毕业学生，因为过低的就业率以及所学专业不能找

到对口的职位，导致学生学习的动力缺失。近年来，

大量学生厌学以及退学、考试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

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缺失的表现。第四，就业难度将

进一步加大。如果漠视专业与职业分离现象，不从根

本上加以修正，将会导致学生更加不适应当前的就业

形势，进而就业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当然，专业与职

业分离也会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规格与目标、课程体系

设置、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 

 

3  解决体育专业与职业分离的对策 
1)重视现实，把握体育高等人才市场趋势。 

有研究对 21 世纪初社会对体育高级专门人才需

求趋势进行预测，认为社会对体育高级专门人才总的

需求状况将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对体育师资的需求

会日趋平缓，城市学校和大学已呈饱和态势，农村、

偏远落后地区学校尚处“缺编”或“待补”状态；对

体育科技人才、社会指导员的需求相对强烈，其中体

育科研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康复保健人员将成为

人才市场的一大热点；社会对体育竞技人才、体育管

理人才的需求会保持平稳和缓慢下降，体育院校所设置

的运动训练专业、体育管理专业将面临严峻的考验[5]。

以上的预测是从宏观视角对体育人才未来走向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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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我们对其应有微观视角的分析。应当依托体育院

(系)所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全民健身计划、体育

事业发展计划等，正确判断社会对体育人才数量、质

量、类型的要求。 

2)科学规划，正确引导，避免盲目竞争。 

由于体育学科存在格局分布多样化、盲目竞争加

剧的现实，应尽快出台高等学校体育人才分层分类与

定位，引导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体育院系有序竞争，和

谐发展。要逐步形成“分类靠政府，分层靠市场，定

位靠学校，评价靠社会”的有序发展格局，引导各级

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办出特色、确保质量、

和谐发展。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我们认为应重视“大众化教

育”与“精英教育”两者的和谐发展。高等体育教育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同样需

要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

展，对体育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特征日益突显，一方面越来越需

要有高深学问的体育精英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

的体育专门人才。体育大学和有体育专业的重点大学

以及知名的体育学院，应当担当起高等体育精英教育

的主力军，其他的师范院校体育院系和其它综合院校

体育院系，应发挥地方特色，适当地为社会培养各类

体育精英人才。对于一般体育院(系)教育的主体仍然

是大众化教育承担者。 

3)修正培养目标，提高就业竞争的软实力。 

目前，我国各类体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依旧是带

有计划经济时代的“专才思想”痕迹，从本科教育到

研究生教育，都很注重“专业才能”的培养，没有把

“职业与专业分离”对毕业生的影响因素明确纳入视

野中。我们认为要把应对职业与专业分离或注重职业

转换(不同职业变换)的能力培养纳入到目标体系中，

最能体现这种能力的就是就业竞争的软实力。所谓“软

实力”是相对于大学生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即英

语、计算机等“硬实力”而言的一种吸引力和影响力。

包括个人思想品德、创新精神、人际沟通能力、敬业

精神和团队精神等在内的个人素质。众多研究指出，

在当前就业压力面前，大学生“软实力”和“硬实力”

一样不可缺失。对于体育专业学生来讲，由于职业与

专业分离的严酷现实的存在，应当重视体育专业学生

的“软实力”的培养，从而提高竞争与适应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各类高等体育人才培 

 

 

 

养目标定位应当加入“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

革发展以及未来职业转换的需要”的表述；其定位加

入“具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具备人际

沟通能力、实践能力、自学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信

息处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表达交流能力”。 

4)建立新的通识教育加专识教育平台。 

历史上，教育学者对通识和专识教育究竟孰优孰

劣进行了较长期的争论，实际上两种教育模式都存在

合理的因素。美国和俄罗斯的本科教育正是将两种教

育理念加以融合，从而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调整。我

国众多高等学校，也大都采用通识教育加专识教育平

台模式，而且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操作方法。 

本科教育应该加大通识教育的比重，其主要目的

是要学生具备适应不同职业需要的基本素质与能力。

有学者提出，体育专业领域按照大体育观构建课程体

系，将视野扩大到体育教育之外，将体育教育融入到

整个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之中。本科教育应树立“大

体育专业”理念，可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民族传

统体育、社会体育等技术性较强的专业整合成一个口

径较宽的专业模块，将体育与其他理科交叉形成的运

动人体科学、运动心理、保健康复、运动医学专业或

专业方向，整合成一个口径较宽的专业模块，将主要

由体育与其它文科交叉而形成的体育新闻、体育外语、

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专业或专业方向，整合成一个

口径较宽的专业模块。前两年按 3 个模块安排课程，

后两年再按细化的专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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