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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转换力是退役运动员顺畅实现职业转换的关键因素。通过文献资料法、行为事

件访谈法等构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理论概念维度，并结合质性研究结果开发测试量表，通

过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交互检验。研究认为：(1)基于无边界职业生涯视

角提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是指应对职业转换而采取行动、更好适应新职业的个体能力。(2)退
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包含能力拓展、生涯管理、适应调节 3 个维度共 16 个题项，退役运动员

职业转换力的二阶三因子测量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具备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与其理论概念维度保

持一致。(3)预测效应显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能显著提高就业质量，同时促使其表现出较高的

职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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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eer transition ability is the key factor for retired athletes to realize career conversion smoothly. The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dimensions of career transition ability for retired athletes were constructed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and the test scal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interactive test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less care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areer transition ability for retired athletes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 ability to take action to cope with the career transformation and better adapt to the new 

career. (2) The career transition ability scale for retired athletes contains 16 items in 3 dimensions including ability 

expansion, career management and adaptation adjustment. The first-order three-factor measurement model for 

retired athletes' career transition ability has a good fit,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its 

theoretical conceptual dimension. (3) The results of prediction effect study show that career transition ability for 

retired athlete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promote their performance with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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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实现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战略措施，运动员作为组成

竞技体育的主体部分，对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做出巨大

贡献，径直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在运动

员退役职业转换实践中，体育管理部门通过不断完善

运动员职业转换的社会扶持政策和体系，大力推进运动

员就业安置工作，而由于我国高水平竞技人才培养模

式和相对固化的成长环境，运动员对职业发展和职业

转换缺乏个人规划，致使其退役时职业转换困难。随

着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越来越信息化、不确定性、扁

平化的形势，运动员的退役政策也由传统“定向式”

安置制度变为更具弹性的“非定向式”帮扶形式，意

味着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更取决于个人退役时

主动跨越组织内部或外部工作边界的综合能力。 

职业转换力是退役运动员应对职业转换时采取行

动、适应新职业的个人再就业的能力，是突破退役运

动员再发展瓶颈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关于退役远动员

职业转换力的研究较少，虽然欧洲对退役运动员的研

究集中在转型模型上，如职业转型援助模型、人才培

养整体生态模型，对运动员双重职业能力的研究也相

对较多[1-3]，但从哪些方面培养运动员职业转换能力未

在研究中得到重视。因此，探讨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

换力，对于引导组织和个人重视并培养该能力，实现

顺畅职业转换有着重要的实践作用。本研究按照概念

维度构建——量表工具开发——实证检验的思路，在

厘清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内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

该群体职业转换力的构成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开发职

业转换力测量量表，继而检验量表的预测效应，为后

续推进我国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相关研究提供测量工

具和实证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无边界职业生涯视域下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换力 

Arthur[4]首次提出“无边界职业生涯”，指个人突

破单一就业环境边界后在不同的组织、岗位、专业、

角色之间转换流动寻求更多的新就业机会，是对传统

职业生涯的进一步拓展，具有以下特点：(1)由个体负

责职业生涯管理，能够从所就职组织之外获得资格认

证与市场竞争力判定；(2)职业生涯受到外部网络的支

持，通过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3)突破单一组织的职业生涯边界，职业发展路径由传

统的组织内部直线型转变为跨界的、螺旋式晋升。可

见，无边界职业生涯呈现出更难预测、动态发展、跨

职业边界的特点，包括职业边界、角色边界、组织边

界等多方面，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逐渐被弱化，且职

业追求中更凸显个人的能力、能力迁移性、工作期望

价值，对就业质量或职业成功的衡量也更注重主观满

意感受[5-7]。 

针对当前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的现实情境，无边

界职业生涯的理论构思符合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中呈

现出职业跨界和职业生涯非直线型发展的现实特征，

共同特点在于工作角色或者工作导向的持续改变、职

业环境的动态性和多元化跨越组织流动，并强调以提

升个人职业能力的观点替代传统观点中的长期雇佣保

证[8-10]。其核心启示在于：从纵向看，理解退役运动员

职业转换的个体能力差异，强调个人综合能力是影响

职业转换结果的关键因素，更看重的是运动员具备的

可迁移、通用的知识与技能。从横向看，留意职业转

换结果的发生过程，强调个体的职业生涯管理能力及

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退役时期的职业转换呈现出明

显的无边界限制，职业转换路径也更加多元化，转变

为由运动员个体担负职业管理职责。 

因此，无边界职业生涯视域下退役运动员职业转

换力是指退役运动员应对职业转换而采取行动、更好

适应新职业的个体能力。这种能力是：(1)一种可以影

响到退役运动员能否顺畅完成职业转换的个体再就业

能力；(2)技能、行动规划、适应等相关能力要素的综

合表现，不再仅仅指获得工作的专业知识水平，更强

调跨越边界、自我效能、生涯方向多元化；(3)可能受

到组织、社会或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 

1.2  研究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 

 

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其中，第一部分为职业转

换力概念维度构建的质性研究。将基于无边界职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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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视角，以技能、适应、行动规划为核心相关能力，

厘清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换力内涵，并总结提炼在职

业转换要求与适应调节的交互作用下所凸显的职业转

换力表现。第二部分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的

开发与检验。将基于第一部分研究所得编码结果，开

发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并进一步实证检验其

预测效度。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以“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就业能力”为关

键词收集相关文献，从 42 篇核心期刊论文、28 篇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等文献中梳理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

力相关联的基础核心要素，形成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

力的核心要素词典。 

2.2  行为事件访谈法 

行为事件访谈法是一种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探察

技术，通过了解受访者对自己过去职业活动中发生的

某些行为事件的详尽描述，在发现特定的个人特征要

素和内容等关键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1]。本研究

主要采用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两种形式，每次访谈时

间在 45~90 分钟，访谈后由两名编码员参照退役运动

员职业转换力的核心要素词典题项，对访谈的录音文

本进行内容主题分析，抽取事件当中表现出来的行为

特征指标，最终建立包含 3 个维度的退役运动员职业

转换力的概念维度框架。 

(1)小组访谈：在正式对退役运动员进行访谈前，

共邀请课题组研究团队 8 位体育管理学专家和 6 位体

育系统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 2 场专题讨论，访谈

设定 4 个讨论议题：什么是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具体表现方面？退役运动员

怎样才能顺畅完成职业转换？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

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在访谈完成后立即将访谈内容

转换为文本格式，并进行初步的编码处理，形成编码

表，作为深度访谈的主要内容。 

(2)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选取优秀退役运动

员，且同意接受访谈并允许利用访谈资料进行学术研

究，访谈对象选择应满足以下标准：曾接受系统竞技

体育训练、从事竞技体育 9 年以上、获得世界级比赛

前 3 名运动成绩；正式退役 5 年以内、已顺利完成退

役后职业转换、并在新的职业中基本稳定发展；退役后

再就业从事的职业与竞技体育职业性质完全不同，如创

业者、体育教师、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体育从

业者等职业。研究根据以上标准遴选出访谈对象，遵

循“理论饱和”的原则[12]，即依次对针对性选取的访

谈对象进行访谈，直至从访谈对象无法再获取新的资料

或知识，最终共收集了 18 名退役运动员的访谈资料。 

访谈时借助 STAR 工具，即访谈提纲从情境

(Situation)、任务(Task)、行动(Action)、结果(Result)4 个

角度展开，访谈对象需详细描述自己退役时期面临职

业转换问题时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感觉如何[13]，

包括一些成功和不成功的关键行为事件的故事，要求

访谈对象描述时，能够准确地回忆一些对话、行动和

感受，如什么原因引起了退役？退役过程中涉及哪些

人、说了什么话、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在退役过程

中面临职业转换是如何思考的，又是如何应对的?职业

转换结果如何？同时，要求明确指出造成顺畅或不顺

畅职业转换的原因，如“您觉得现在的运动员更应该

发展哪些能力？”“您认为影响运动员顺利完成职业转

换的因素有哪些？”等。 

2.3  问卷调查法 

(1)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退役运动员，包括正处

于退役转换期和正式退役运动员，其中正式退役运动

员限定为 2~5 年。运用分层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

方法，在湖南、福建、北京、四川、广东、天津、河

北、山东、河南、广西、陕西等地通过体育局退役运

动员事务主管部门联系、运动员转介等方式发放问卷，

采用不记名线上发放与回收。 

(2)量表开发过程：以质性研究建立的退役运动员

职业转换力的 3 个概念维度框架为核心依据，严格遵

循量表开发程序：首先，初始题项生成。结合退役运

动员职业转换力的内涵和核心要素，参考相关较为成

熟的量表，如 Savickas 等[14]的职业生涯适应力量表、

Lent 等[15]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Rothwell 等[16]

的就业力量表、刘凯强[17]的社会适应力量表、邹德新

等[18]的就业质量等相关量表，对访谈内容进行题项转

化，筛选出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 3 个概念维度

框架相对应的 42 个题项。其次，题项筛选。邀请专家

对题项进行初步筛选，删除和修改表述不恰当、意思

重复、有歧义的题项，保留 30 个题项，并将量表题项

打乱顺序形成问卷，形成初测问卷进行预测，运用探

索性因子分析逐步净化初始题项，形成初测量表。最

后，量表信效度检验：进行正式调查，对初测量表进

行信效度检验，形成最终量表。 

(3)量表施测：预测选取湖南、福建退役运动员发

放调查问卷，共计回收 187 份，有效问卷 153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1.8%。经项目分析显示，有 4 个题项的

排除 CR 值(区分度)未达到显著的题项；其余 28 个题

项进行相关分析和克伦巴赫α系数检验，有 2 个题项

出现删除后克伦巴赫α系数升高的情况，说明这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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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降低整体的内部一致性水平，予以删除，最终形

成 3 个维度和 22 个题项的初测《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

力量表》。正式施测选取全国地区退役运动员发放调查

问卷，共计回收 1 343 份，有效问卷 1 124 份，有效率

回收率为 83.7％。其中，男性 649 人，女性 475 人，

国际级健将 69 人、健将级 241 人、一级运动员 434

人，二级运动员 380 人。同时，数据平均分割成两组

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形

成 3 个维度和 16 个题项的《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

表》，每个维度 5~6 个题项。 

效用检验：主要选取湖南退役运动员进行测试，

发放《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运动员就业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职业满意度量表》，共计发放问卷 478

份，有效问卷 396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8％，其中，

男性 205 人，女性 191 人，国际级健将 67 人、健将级

183 人、一级运动员 146 人。其中，就业质量采用邹

德新和姜翀开发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共计 5 个维

度，包括 4 个正向相关指标(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

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和 1 个负向相关指标(工作时间)，

以此计算就业质量的综合指数。职业满意度采用王忠

军和龙立荣[19]修订的职业满意度分量表，共计 5 个题

项，如“我对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非常满意”，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6。 

2.4  数理统计法 

使用 SPSS 26.0 软件对量表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

因素分析、信度检验；使用 AMOS 24.0 软件对量表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并检验测量模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概念维度构建 

1)概念维度编码分析。 

(1)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核心要素词典。无边

界职业生涯视角下，国内外学者对不同职业就业能力

的内涵、结构和指标进行了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职

业转换的核心能力要素主要包括技能、适应、行动和

情境 4 个维度，但对职业转换能力指标有很多不同的

结论，并未形成统一标准。针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

换，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适应和情境要素，即考虑个

体适应及其家庭环境、组织环境乃至文化环境，诸多

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社会资本、社会适应能力、退役

自主性、个人人力资本、心理资本、职业生涯规划、

自我调控能力等因素能有效促进退役运动员的再就

业、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20-23]。 

基于形成职业转换能力的核心要素以及退役运动

员的工作特征，对己收集到的职业转换力要素进行提

炼、合并与删除，初次建立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

核心要素词典(见表 1)，具体包括专业技能水平、通用

技能、持续学习能力、职业生涯识别、职业规划意识、

迁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沟通能力、

自信心、应对能力、主动性等 17 个要素，并将这些核

心要素由低到高分为 3 个等级，以此表示某个行为表

现的强度。 
 

表 1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词典题项 
编号 核心要素 编号 核心要素 编号 核心要素 
L01 专业技能水平 L07 职业生涯识别 L13 应对策略 
L02 通用技能 L08 职业规划意识 L14 决策能力 
L03 持续学习能力 L09 自信心 L15 组织领导能力 
L04 迁移能力 L10 应对能力 L16 关注形势 
L05 语言表达能力 L11 主动性 L17 情绪管控能力 
L06 沟通能力 L12 社会适应能力   

 
(2)基于文本进行职业转换力的要素编码。两名编

码员参照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核心要素词典，对

访谈文本中的关键事件进行独立的内容和主题分析，

初次编码时按照统一的编码词典对认可的职业转换力

要素进行尝试性编码，对要素出现的位置和强度进行

标记，并将访谈文本中“计划执行能力”“工作搜寻能

力”“自我效能”“身份认同”等新的要素补充编码到

原始词典中，修正后得到 21 个要素的退役运动员职业

转换力词典。 

(3)编码信度分析。编码信度是指对两个编码人员

对同一退役运动员的访谈文本编码结果的客观性和可

靠性的检验，研究主要采用归类一致性系数、编码信

度系数、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3 种指标进行编码信度分

析[24]。其中，归类一致性系数 CA 是指不同编码者对

相同访谈文本资料的编码归类相同的个数及占总个数

的百分比，计算方法参照温特(1994)的动机编码手册：

归类一致性系数 CA 的计算公式为：
21

2CA
TT

S
+

= ，其

中 T 1 和 T 2 为两个编码员各自的编码个数；S 表示编

码员编码归类完全相同的个数。编码信度系数的计算

公式则参考董奇(1990)的公式：编码信度系数 R 的计

算公式为：
相互同意度

相互同意度

×−+
×=

)1(1 n
nR ；

21
2

NN
M
+

=相互同意度 ，

其中Ｍ为两人都完全同意的数目；N1 与 N 2 为两人各

自同意的数目；n 为编码者的人数，研究中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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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来看，关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核心要

素编码的归类一致性系数 CA 在 0.45~1.00 之间，平均

值为 0.78；编码信度系数 R 在 0.31~0.61 之间，平均

值为 0.44。由此可知，通过事件访谈法得出的编码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进而，采用 SPSS 26.0 软件统计各个

职业转换力核心要素出现的频次、平均等级分数、最

高等级分数进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检验。从表 3 可知，

绝大多数职业转换力核心要素的编码频次、平均等级

分数、最高等级分数 3 个指标之间表现出显著相关，

另有“L06 沟通能力”“L07 职业生涯识别”“L17 决策

能力”3 个因子的频次、平均分数、最高等级分数等

要素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予以删除，保留 18 个核心

要素词典。可见，两个编码员的编码一致性较高。 
 
表 2  职业转换力核心要素编码归类一致性及 

编码信度系数结果 
编号 编码员 1 编码员 2 S CA R 
L01 12 12 9 0.92 0.53 
L02 9 8 8 0.86 0.47 
L03 10 8 6 0.84 0.61 
L04 7 5 5 0.72 0.36 
L05 4 4 2 0.50 0.31 
L06 2 2 2 1.00 0.50 
L07 3 5 3 0.72 0.41 
L08 6 8 5 0.63 0.32 
L09 5 5 3 0.61 0.35 
L10 3 3 2 0.45 0.32 
L11 5 4 4 0.89 0.45 
L12 2 2 2 1.00 0.47 
L13 5 7 5 0.66 0.39 
L14 3 3 2 0.84 0.50 
L15 6 8 5 0.63 0.38 
L16 8 10 6 0.84 0.51 
L17 3 3 3 1.00 0.52 
L18 1 1 1 1.00 0.55 
L19 5 7 4 0.57 0.42 
L20 5 6 5 0.87 0.48 
L21 9 8 7 0.88 0.45 

 
表 3  职业转换力核心要素频次、平均分数、最高等级

分数编码的相关系数结果 
编号 核心要素 频次 平均分数 最高等级分数
L01 专业技能水平 0.6821) 0.7211) 0.6411) 
L02 通用技能 0.8361) 0.6681) 0.7021) 
L03 持续学习能力 0.7731) 0.6021) 0.6871) 
L04 迁移能力 0.7901) 0.8131) 0.7391) 
L05 语言表达能力 0.2901) 0.420 0.342 
L06 沟通能力 0.328 0.284 0.305 
L07 职业生涯识别 0.312 0.323 0.283 
L08 职业规划意识 0.8311) 0.8471) 0.7721) 
L09 计划执行能力 0.6322) 0.6811) 0.7361) 
L10 自信心 0.5822) 0.6012) 0.6672) 
L11 应对能力 0.6242) 0.6871) 0.7171) 
L12 主动性 0.7381) 0.5822) 0.6491) 
L13 工作搜寻能力 0.6631) 0.5762) 0.7911) 
L14 社会适应能力 0.5762) 0.6142) 0.7622) 
L15 自我效能 0.5132) 0.5752) 0.6142) 
L16 应对策略 0.6321) 0.6601) 0.5982) 
L17 决策能力 0.5362) 0.306 0.328 
L18 组织领导能力 0.2631) 0.184 0.205 
L19 关注形势 0.4622) 0.7682) 0.6722) 
L20 情绪管控能力 0.6591) 0.5172) 0.6322) 
L21 职业转换准备 0.6381) 0.7321) 0.6701) 

1)表示 P<0.001；2)表示 P<0.01 

2)概念维度分析。 

参考 Wang 等[25]曾提出的转换应对模型中的适应、

选配和发展 3 种策略，结合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换力

核心要素维度和职业特征，对关键事件访谈所提炼出

的 18 个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核心要素词典进行内

涵和语意分析，经过多轮反复讨论、归纳筛选，构建

出 3 个主范畴作为表征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维

度，分别为能力拓展、生涯管理、适应调节。为了检

验本研究所构建的这种理论假设的合理性、准确性和

完善性，邀请小组访谈专家再次对退役运动员职业转

换力概念维度中的核心要素进行分类选择。调查显示

需删除 5 个核心要素，其中 5 位专家表示语言表达能

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可归为通用技能，决定予以采纳；3

位专家表示应对能力、自信心、社会适应能力可视为

其他要素的综合反应或同属类型，决定予以删除；而

对其余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理论概念维度归类基

本一致。 

基于此，最终构建的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概念

维度包括 3 个维度，由内而外可划分为能力拓展、生

涯管理、适应调节 3 个层次共 13 个核心要素(见图 2)。 

 

 
 

图 2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概念维度 

 

(1)能力拓展是最易观察评价和培养的维度，指退

役运动员应对职业转换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属于

选配策略，强调个体注重职业中(特别是职业转换期)

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获得和运用，包括专业技能水

平、通用技能、持续学习能力、迁移能力 4 个核心要素。 

(2)生涯管理是相对适应调节较易观察评价和培

养的维度，指退役运动员对于职业发展的准备与规划，

属于发展策略，强调的是退役运动员在面临职业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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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于将来职业发展的思考、准备和规划，尤其是职

业环境变化后对于机会和趋势的关注和识别，包括职

业规划意识、计划执行能力、应对策略、工作搜寻能

力、关注形势 5 个核心要素。 

(3)适应调节是最难观察评价和后天习得的维度，

指退役运动员面对职业转换情况的心理特征，属于适

应策略，强调的是个体在退役情境中的心理适应特质，

包括主动性、自我效能、应对策略、情绪管控能力 4

个核心要素。 

3.2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量表开发 

1)因子确定与模型检验。 

(1)探索性因子分析。经项目分析显示，初测《退

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中所有题项的 CR 值和相

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这 22 个题项均具有较好

的鉴别力，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从表 4 可知，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示，初

测量表 KMO=0.837，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2χ =1 799.763，

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4  第 5 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562) 

因子 题项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C5 0.721   
C2 0.721   
C6 0.715   
C3 0.714   
C1 0.687   

生涯管理 

C4 0.621   
B1  0.804  
B3  0.802  
B2  0.741  
B4  0.661  

适应调节 

B5  0.577  
A3   0.709
A2   0.700
A1   0.692
A4   0.577

能力拓展 

A5   0.505
Cronbach’s α 0.831 0.783 0.806

方差贡献率/% 42.648 13.402 10.093
累计方差贡献率/% 42.648 56.050 66.143

 

根据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概念维度，共提取

3 个公因子，分析过程中删除了因子载荷值均小于 0.4

和跨因子载荷的题项，经过 5 轮因素分析共剔除 6 个

题项，剩余 16 个题项。从表 4 可知，其累计方差解释

量达到 66.143%，所有因子载荷均大于 0.5，因子共同

度在 0.505~0.804，各公因子的 Cronbach’s α在

0.782~0.831，说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与理论上提出

的概念维度比较吻合，且内部一致性系数均较为理想。 

根据质性研究结果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对公因

子因素进行命名，将因子 1 命名为生涯管理，包括职

业转换准备(C1)、关注形势(C2)、职业规划意识(C3)、

计划执行能力(C4)、工作搜寻能力(C5、C6)；因子 2

命名为适应调节，包括主动性(B1)、自我效能(B2)、应

对策略(B3、B4)、情绪管控能力(B5)；因子 3 命名为能

力拓展，包括专业技能水平(A1)、迁移能力(A2)、通用

技能(A3)、持续学习能力(A4、A5)。最后，将量表总

分命名为职业转换力水平，包含 3 个维度和 16 个题项。 

(2)验证性因素分析。首先，检验第二组测试数据

的信度，整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72，各公因

子的 Cronbach’s α在 0.821~0.869，表明具有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进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本研究构建了 3 个模型：模型 1 中所

有题目同属于同一因子；模型 2 中原先归属“适应调

节”和“能力拓展”归为一个因子，“生涯管理”为一

个因子；模型 3 中“适应调节”“能力拓展”“生涯管

理”分别归为一个因子。 

按照模型的拟合度要求，采用拟合优度指数 2χ /df＜3、

相对拟合指数 CFI 和 IFI 均大于 0.9、绝对拟合指数

RMSEA 小于 0.08 来综合评价。表 5 显示，模型 2 和

模型 3 均符合要求，且模型 3 的所有拟合指标相对模

型 2 更优，每减少一个自由度，卡方减少值远大于

6.63，可见三因子模型 3 的结构更合理的。另外，图 3

模型中 3 个因子的各题项载荷系数均大于 0.6，且都 T

检验 P 值均小于 0.001，最终形成退役运动员职业转

换力的二阶三因子测量模型。 

 

表 5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模型拟合指标(N=562) 

模型 1) χ² df χ²/df CFI IFI RMSEA 模型间Δχ²
模型 1 

(A，B，C) 474.0 104 4.560 0.865 0.817 0.112 1-3:212.9

模型 2 
(A+B，C) 306.8 103 2.971 0.925 0.904 0.074 2-3:49.7

模型 3 
(A+B+C) 257.1 101 2.546 0.939 0.921 0.067  

1)A 能力拓展；B 适应调节；C 生涯管理 
 

2)结构效度与信度检验。 
结构效度通常包括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其中聚

敛效度要求组合信度 CR>0.8 和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0.5，区分效度则要求各构成维度之间的标准化

相关系数小于各维度间的 AVE 平方根。由表 6 可知，

量表总分与各维度得分的相关为 0.855～0.930，各维

度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且呈高程度相关；能力

拓展、适应调节、生涯管理对应的 CR 值、AVE 值以

及 AVE 平方根均达到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要求，说明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的结构效度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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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职业转换力在退役运动员研究领域是

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梳理退役运动员已有研究的

过程中发现，刘凯强的《社会适应力量表》和闫昱新

等的《转型适应评价量表》与职业转换力应属于不同

概念，故纳入社会适应力和转型适应 2 个变量进一步

验证区分效度。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职业转换力、社

会适应力、转型适应质量对应的 CR 值、AVE 值以及

AVE 平方根均达到区分效度要求，进一步验证了退役

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的区分效度较理想。

 

表 6  结构效度检验结果 2)(N=562) 

维度 能力拓展 适应调节 生涯管理 社会适应力 转型适应 CR AVE 
能力拓展 (0.778)     0.863   0.605 
适应调节 0.4131) (0.797)    0.815 0.636 
生涯管理 0.5761) 0.5071) (0.856)   0.846 0.732 

社会适应力 0.225 0.6341) 0.368 (0.764)  0.715 0.585 
转型适应 0.088 0.5371) 0.356 0.126 (0.672) 0.846 0.452 

职业转换力 0.9251) 0.8551) 0.9301) 0.213 0.356   
1)P＜0.01；2)括号内为 AVE 的平方根 

 

 
 

图 3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二阶三因子测量模型 

 

从表 7 可知，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在 0.857~0.891，

总体 Cronbach’s α为 0.940，达到 Cronbach’s α大于 0.70

的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度。同时，抽

取被试中的 50 人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两次填写量表

时间间隔 3 周，检验结果显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

力评价量表》3 维度的重测信度 r 均大于 0.7，说明此

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重测信度较好。由此可见，

与初测量表相比，正式量表各维度信度系数多有提升，

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比较稳定，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7  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结果 

维度 能力拓展 适应调节 生涯管理 职业转换力水平

题项数 5 5 6 16 
α 0.857 0.867 0.891 0.931 
r 0.7981) 0.8021) 0.8411) 0.8531) 
1)P＜0.01 

 
3.3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的预测效用检验 

1)研究假设。 

评判测量工具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用新开发

的测量工具，检验所测得的变量是否真实呈现出理论

上应当产生的显著性影响。研究认为，职业转换力水

平是影响退役运动员的转换结果和生活满意的重要前

因，前者是衡量退役运动员应对职业转换的能力以及

产生的职业成果，后者则是个体在职业转换后环境中

的积极或消极的心理反应。鉴于此，本研究选择能够

反映退役运动员的就业质量和职业满意度作为效标变

量，检验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的预测效度，尽

管与结果变量的关系还未得到实证检验，研究者通过

对已有研究进行类比提出假设。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问

题，如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就业质量、

收入水平、可持续生计资本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6-28]。

如上所述，研究推导认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是就

业质量的最根本决定因素，决定了他们能否获得所期

待的职业转换结果，即如果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对

其就业质量有正向影响，会促使顺畅职业转换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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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基于此，研究提出假设 H1：退役运动员职业转

换力对其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  

无边界职业生涯视角下个体更加注重对职业的主

观满意[29]，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是基于能力、适应

和跨越边界等特征构建的概念，强调了退役运动员对

于职业转换的应对、适应和发展，其中包含了应对职

业转换所需的能力拓展、生涯管理和适应调节因素。

这些因素不仅能预测个体的职业转换结果，也有助于退

役运动员再就业时有着流畅的情绪体验，进而影响着个

体对新的工作角色的感知。基于此，研究提出假设 H2：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对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2)职业转换力与就业质量、职业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人口学统计指标、职业转换力、就业质量、职业满

意度等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8，退役运动员职业转

换力与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 =0.653，P＜0.01)，

与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r =0.734，P＜0.01)，初

步证实假设 H1、H2。 

 
表 8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N=396) 

 性别 运动等级 文化程度 职业转换力 就业质量 职业满意度 M SD 
性别 1      1.34 0.50 

运动等级 0.345 1     3.56 0.53 
文化程度 0.656 0.0891) 1    2.50 1.19 

职业转换力 0.663 0.3181) 0.0941) 1   3.87 4.15 
就业质量 0.076 0.1361) 0.8272) 0.6532) 1  3.64 4.63 

职业满意度 0.052 0.5292) 0.8022) 0.7342) 0.8412) 1 3.45 2.86 
1)P＜0.05；2)P＜0.01 

 

3)职业转换力与就业质量、职业满意度回归分析。 

采用 AMOS 24.0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表 9 显示，相比较于单因子模型 2 和二因子模型 3，

三因子模型 1 的拟合效果最好，即 2χ /df＜3、CFI 和

IFI 均大于 0.9、RMSEA<0.08，可见本研究的共同方法

偏差问题较小。 

从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0)来看，在控制性别、运

动等级、文化程度等变量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与

就业质量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45，P＜0.01)，与

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55，P＜0.01)，进

一步证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

和职业满意度，假设 H1、H2 成立。

 
表 9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396) 

模型 1) χ² df χ²/df CFI IFI RMSEA 
模型 1(A，B，C) 487.5 210 2.321 0.963 0.928 0.052 
模型 3(A+B，C) 675.1 212 3.184 0.857 0.881 0.085 
模型 4(A+B+C) 857.9 214 4.009 0.748 0.704 0.106 
1)A 职业转换力；B 就业质量；C 职业满意度 

 

表 10  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1)(N=396) 

就业质量 职业满意度 
变量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二步 
性别 -0.20(0.328) -0.036(0.261) -0.139(0.083) -0.139(0.083) 

运动等级 0.0692)(0.150) 0.0802)(0.116) -0.556(0.016) -0.556(0.016) 
文化程度 -0.162(0.058) -0.072(0.031) 0.0612)(0.031) 0.0632)(0.031) 

职业转换力  0.6453)(0.012)  0.7553)(0.004) 
R2 0.048 0.435  0.024 0.555 

2RΔ   0.3873)  0.5313) 
F 28.133 67.4413) 13.969 85.8573) 

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2)P＜0.05；3)P＜0.01 
 

4  讨论 
本研究对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评价工具的构建

遵循理论概念维度构建、量表开发与预测效用验证的

基本要求，通过核心要素编码分析、相关分析、回归

分析等方法，主要有以下重要发现。  

首先，在无边界职业生涯视角下，提出退役运动

员职业转换力是指退役运动员应对职业转换而采取行

动、更好适应新职业的个体能力。从纵向维度看更看

重的是运动员具备的可迁移、通用的知识与技能，从

横向维度看强调个体的职业生涯管理能力及对外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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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适应性。 

其次，以事件访谈法的质性研究结果为基础，在

无边界职业生涯视角下梳理职业转换力核心要素词

典，构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概念维度，并根据

可观察评价和习得难度可由内而外划分 3 个维度 13

个核心要素：能力拓展在最外层，指退役运动员完成

职业转换的基础和依据，包括专业技能水平、迁移能

力、通用技能、持续学习能力；生涯管理在中间层，

指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的准备与规划过程、突出个人

负责职业生涯管理的状态，包括职业转换准备、关注

形势、职业规划意识、计划执行能力、工作搜寻能力；

适应调节在最内层，指应对职业转换的个性心理特征，

包括主动性、自我效能、应对策略、情绪管控能力。 

再次，依据质性研究结果，开发的退役运动员职

业转换力量表包括能力拓展、适应调节、生涯管理 3

个维度和 16 个题项。本研究抽取的调查样本代表不同

项目和运动等级的退役运动员群体，且均达到信度水

平，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普遍适用性。同时，经探索

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退役

运动员职业转换力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进而构建

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二阶三因子测量模型，其模

型修正未影响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理论概念维

度，量化研究进一步互证质性研究结果。此外，证实

了职业转换力与社会适应力和转型适应质量属不同概

念，其在概念、内涵和概念维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

异，主要体现在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换力更加强调退

役时期的技能、规划、适应等综合能力表现，在已有

研究概念上提供一个多维递进的概念，体现了个体能

力的跨越边界、自我效能、规划管理的特征，能反映

出运动员在退役时期职业转换力的行为表现。 

最后，在预测效应研究中，采用阶层回归方法探

讨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换力对就业质量和职业满意度

的效应作用，结果证实职业转换力的预测作用和效标

效度，说明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越高，越能顺畅度

过退役转换时期，从而尽快适应新职业环境，继而创

造更好的就业质量，获得更高的职业满意度。一方面，

研究发现退役运动员的能力拓展、生涯管理、适应调

节是顺畅实现职业转换的核心人力资本，有助于指导

个人找到提升职业转换力的方向和路径。另一方面，

可采用职业转换力量表，作为职业教育考核、就业能

力培养和继续教育培训开发的辅助测量工具，有助于

提升退役运动员应对退役不确定性的综合能力。 

综上，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的评价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稳定性和可靠性，可以作为我国退役运

动员职业转换力的有效评价工具，对助力退役运动员

实现职业生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

本研究中未对项目类型多样性、运动等级或运动成绩

进行异质性测量评价，今后可进行跟踪调查退役运动

员职业转换过程中的各阶段信息，还可以将职业转换

力不同维度和测试指标干预策略，以探讨各要素对退

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力发展的贡献，为退役运动员顺畅

完成职业转换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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