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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1. 总毕业生人数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2016届总毕业生人数为806人。其中，竞技体育系毕业生人数为214

人，体育管理系毕业生人数为 219 人，体育艺术系毕业生人数为 296 人，体育保健系毕业生人

数为 77 人。 

2. 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表 1-1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性别结构 

性别 毕业生人数（人） 毕业生所占比例（%） 

男 662 82.1 

女 144 17.9 

数据来源：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3. 各类毕业生人数 

表 1-2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生源结构 

生源地 毕业生人数（人） 毕业生所占比例（%） 

广东 771 95.7 

安徽 6 0.7 

江西 6 0.7 

海南 6 0.7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0.6 

山西 3 0.4 

四川 2 0.2 

浙江 2 0.2 

湖南 2 0.2 

辽宁 1 0.1 

重庆 1 0.1 

贵州 1 0.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表 1-3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招生口径结构 

招生口径 毕业生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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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口径 毕业生所占比例（%） 

普通招生 65.3 

单独招生 34.7 

数据来源：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数据。 

4. 各院系及专业的毕业生人数 

表 1-4 本校 2016 届各院系的毕业生人数 

院系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体育艺术系 296 

体育管理系 219 

竞技体育系 214 

体育保健系 77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5 本校 2016 届各专业的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毕业生人数（人） 

体育教育 230 

竞技体育（3 年制） 118 

体育服务与管理 106 

体育保健（运动防护） 77 

体育艺术 66 

竞技体育（5 年制） 50 

运动训练（水域休闲） 46 

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 43 

社会体育 40 

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 3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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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生就业率及去向 

就业率反映了毕业生毕业的落实情况，按照教育部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即麦可思调

研的非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毕业生就业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毕业生总人数）×100% 

毕业生总人数=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待就业毕业生人数+暂时不就业毕业生人数 

已就业毕业生包括：就业、升学。 

 

（一） 毕业生的就业率 

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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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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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毕业生的就业率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男生的就业率为 91.0%，女生的就业率为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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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普通招生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2.9%，单独招生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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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各招生口径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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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院系及专业的就业率 

本校 2016 届体育保健系的就业率为 97%，竞技体育系的就业率为 93%，体育管理系的就业

率为 92%，体育艺术系的就业率为 90%。 

97

93

92

92.0

90

0 20 40 60 80 100

体育保健系

竞技体育系

体育管理系

本校平均

体育艺术系

(%)

 

图 1-4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竞技体育（5 年制）（100%）、体育服务与管理（98%），

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是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82%）、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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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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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分布 

1. 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向是“受雇全职工作”（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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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类毕业生的毕业去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男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78.1%，女生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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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不同性别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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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普通招生毕业生受雇全职工作的的比例为 82.2%，单独招生毕业生

受雇全职工作的的比例为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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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各招生口径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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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院系及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本校 2016 届体育保健系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4.6%，体育管理系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3.5%，竞技体育系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1.1%，体育艺术系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72.9%。 

表 1-6 各院系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院系名称 
受雇全职

工作 

受雇半职

工作 
自主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毕业后读

本科 

无工作，

继续寻找

工作 

无工作，

其他 

体育保健系 84.6 0.0 12.8 0.0 0.0 2.6 0.0 

体育管理系 83.5 1.7 6.6 0.0 0.0 5.8 2.5 

竞技体育系 81.1 2.1 7.4 0.0 2.1 3.2 4.2 

体育艺术系 72.9 9.3 7.6 0.0 0.0 4.2 5.9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受雇全职工作比例较高的专业是竞技体育（5 年制）（94.1%），受雇全职工作比

例较低的专业是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68.2%）、体育教育（69.0%）。 

表 1-7 各专业的毕业去向分布 

单位：% 

专业名称 
受雇全

职工作 

受雇半

职工作 

自主 

创业 

毕业后

入伍 

毕业后

读本科 

无工作，

继续寻

找工作 

无工作，

其他 

竞技体育（5 年制） 94.1 0.0 0.0 0.0 5.9 0.0 0.0 

社会体育 88.9 3.7 0.0 0.0 0.0 7.4 0.0 

体育服务与管理 88.5 0.0 9.6 0.0 0.0 0.0 1.9 

体育保健（运动防护） 84.6 0.0 12.8 0.0 0.0 2.6 0.0 

体育艺术 83.9 6.5 6.5 0.0 0.0 0.0 3.2 

运动训练（水域休闲） 81.5 0.0 11.1 0.0 0.0 0.0 7.4 

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 80.0 0.0 5.0 0.0 0.0 10.0 5.0 

竞技体育（3 年制） 76.5 3.9 7.8 0.0 2.0 5.9 3.9 

体育教育 69.0 10.3 8.0 0.0 0.0 5.7 6.9 

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 68.2 4.5 9.1 0.0 0.0 13.6 4.5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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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流向 

1. 毕业生的职业流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

类为文化/体育（20.2%）、销售（13.6%）、中小学教育（13.6%）。 

表 1-8 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类 

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 

人数百分比（%） 

文化/体育 20.2 

销售 13.6 

中小学教育 13.6 

美容/健身 9.6 

高等教育/职业培训 6.6 

医疗保健/紧急救助 6.6 

餐饮/娱乐 5.7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职业流向 

表 1-9 各院系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院系名称 本校该院系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竞技体育系 体育教练、小学教师 

体育保健系 健身教练和健身操指导员、社工、理疗员 

体育管理系 体育教练、客服专员 

体育艺术系 小学教师、健身教练和健身操指导员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0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的主要职业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竞技体育系 竞技体育（3 年制） 体育教练 

竞技体育系 竞技体育（5 年制） 小学教师 

竞技体育系 运动训练（水域休闲） 体育教练 

体育保健系 体育保健（运动防护） 健身教练和健身操指导员 

体育管理系 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 体育教练 

体育管理系 社会体育 体育教练 

体育管理系 体育服务与管理 健身教练和健身操指导员 

体育管理系 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 体育教练 

体育艺术系 体育教育 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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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体育艺术系 体育艺术 健身教练和健身操指导员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毕业生的行业流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行业

类为教育业（40.5%）。 

表 1-11 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类 

行业类名称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 

人数百分比（%） 

教育业 40.5 

艺术、娱乐和休闲业 15.9 

零售商业 9.5 

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 9.1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 各院系及专业的行业流向 

表 1-12 各院系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院系名称 本校该院系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竞技体育系 中小学教育机构，其他学院和培训机构
1
 

体育保健系 职业康复服务业，其他娱乐和休闲产业
2
，幼儿园与学前教育机构 

体育管理系 其他娱乐和休闲产业，其他个人服务业
3
 

体育艺术系 中小学教育机构，其他娱乐和休闲产业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其他学院和培训机构：是指在教育业行业大类中，除“中小学教育机构”、“大专/高职教育机构”、“本

科学院和大学”、“商业和计算机培训机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教育辅助服务业”、“幼儿园与学

前教育机构”之外的其他行业。 

2
  其他娱乐和休闲产业：是指在“艺术、娱乐和休闲业”行业大类中，除“演艺公司”，“观赏性竞赛运动业”，

“表演艺术和观赏体育的宣传公司”，“艺术家、运动员、演艺人员的经纪公司”，“独立的艺术家、运动员、

演艺人员行业”，“博物馆、历史遗址和类似机构”，“游乐中心”之外的其他行业。 

3
  其他个人服务业：是指在“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行业大类中，除“汽车保养与维修业”、“电子和

精密设备维修保养业”、“商业及工业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业”、“个人及家庭用品维修业”、“个人护理服务

业”、“丧葬服务业”、“干洗及洗衣服务业”、“家政服务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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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各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的主要行业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 

竞技体育系 竞技体育（3 年制） 中小学教育机构 

竞技体育系 竞技体育（5 年制） 中小学教育机构 

竞技体育系 运动训练（水域休闲） 其他学院和培训机构 

体育保健系 体育保健（运动防护） 职业康复服务业 

体育管理系 社会体育 体育、户外及文娱用品零售业 

体育管理系 体育服务与管理 其他娱乐和休闲产业 

体育管理系 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 其他学院和培训机构 

体育艺术系 体育教育 中小学教育机构 

体育艺术系 体育艺术 其他娱乐和休闲产业 

注：个别专业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5. 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流向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73%），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300 人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用人单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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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独资

(

%)

 

图 1-9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 

注：非政府或非营利组织（NGO 等）由于样本比例不足 1%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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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及以下, 47%

51-300人, 29%

301-1000人, 12%

1000人以上, 12%

 

图 1-10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6. 各院系及专业的用人单位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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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各院系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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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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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各院系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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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各专业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规模分布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5 

7. 就业毕业生的地区流向 

本校 2016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99.2%的人在广东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广

州（49.0%）。 

在广东就业的

比例, 99.2%

在其他省份就业的

比例, 0.8%

 

图 1-15 毕业生在广东省就业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表 1-14 主要就业城市需求 

就业城市 
占本校就业毕业生的 

人数百分比（%） 

广州 49.0 

深圳 16.6 

佛山 6.7 

东莞 5.9 

惠州 5.9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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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生的升学情况 

1.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升学比例为 0.5%。 

0.5

0

2

4

6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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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6 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五 毕业生的创业情况 

1. 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7.8%。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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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4

30

自主创业比例

(

%)

 

图 1-17 自主创业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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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生创业的主要原因 

本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最主要原因是“理想就是成为创业者”（52%）；选择自主创业

的毕业生中，绝大多数（93%）属于“机会型创业”，只有 3%属于“生存型创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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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毕业生自主创业的原因分布（合并数据）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毕业生自主创业集中的行业类 

本校自主创业毕业生集中的主要行业类如下表所示。从表中可见，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主要

集中的领域是教育业。 

表 1-15 毕业生实际创业的行业类（合并数据） 

行业类名称 就业于该行业类的比例（%） 

教育业 23.3 

零售商业 12.3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1
  机会型创业指的是为了抓住和充分利用市场机会而进行的创业；生存型创业指的是创业者因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而进行的创业。该理论由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01 年报告首次提出。其中，

机会型创业包括：理想就是成为创业者、有好的创业项目、受他人邀请加入创业、未来收入好；生存型创业包

括：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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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情况 

1.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为 65%。 

获得, 65%

未获得, 35%

 

图 1-19 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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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专业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本校 2016 届各专业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较高的专业是运动训练（水域休闲）

（93%）、社会体育（88%），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比例较低的专业是竞技体育（3 年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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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各专业毕业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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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就业主要特点 

一 就业指导服务情况 

1. 就业指导服务总体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 71%。 

很满意, 9%

满意, 62%

不满意, 22%

很不满意, 7%

 

图 2-1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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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是 78%，体育管理系、竞技体育系对

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均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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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各院系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总体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3. 各项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及毕业生的评价情况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接受“职业发展规划”求职服务的比例（42%）最大，其有效性为 66%；

接受“辅导简历写作”求职服务的比例为 34%，其有效性（86%）较高。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中，

有 28%的人表示“没有接受任何求职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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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毕业生接受就业指导服务的比例及有效性评价（多选） 

注：发布招聘需求与薪资信息的有效性由于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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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新创业教育情况 

1. 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效果评价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接受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是“面向创业的就业指导活动”（47%），其

有效性为 72%；其次是“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培养活动”（36 %），其有效性为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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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毕业生接受母校提供的创新创业教育及认为其有效的比例（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创新创业实践类活动不足”

（63%），其次是“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缺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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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创新创业教育改进需求（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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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本校 2016 届分别有 58%、52%、49%的毕业生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对“树立科学的创业观（如：

创新意识、职业操守、意志品质及社会责任等）”、“掌握创业必备的能力（如：创业资源整合、

商业计划书撰写、企业管理方法等）”、“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方面“非常有帮

助”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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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创业教育对毕业生创业能力、知识和素养方面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1. 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2. 创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 

3. 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4. 完善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机制 

5. 校企合作育人模式，提升学生就业能力 

6. 提供就业渠道，促进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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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就业相关分析 

一 收入分析 

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3962 元。 

3962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毕业生的月收入

(

元)

 

图 3-1 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月收入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月收入为 4181 元，竞技体育系的月收入为 4086 元，体育管理系

的月收入为 3751 元，体育保健系的月收入为 37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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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各院系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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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体育艺术（5091 元），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运动休闲服务

与管理（3492 元）、运动训练（水域休闲）（35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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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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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 

1. 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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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4%，体育保健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3%，竞技体育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2%，体育管理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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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各院系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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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体育艺术（77%）、体育保健（运动防护）（73%）、

体育教育（73%）、运动训练（水域休闲）（73%），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是体育服务与

管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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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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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现状满意度 

1. 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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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就业现状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86%，竞技体育系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7%，

体育管理系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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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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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体育保健（运动防护）（88%）、体育教育

（83%），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社会体育（65%）。 

88

83

76

75

74

71

65

0 20 40 60 80 100

体育保健（运动防护）

体育教育

本校平均

竞技体育（3年制）

体育服务与管理

运动训练（水域休闲）

社会体育

(%)

 

图 3-9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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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 就业率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的就业率为 92.0%，比本校 2015 届（87.3%）高 4.7 个百分点。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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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就业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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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体育保健系的就业率为 97%，竞技体育系的就业率为 93%，体育管理系的就业

率为 92%，体育艺术系的就业率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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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率、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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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就业率较高的专业是竞技体育（5 年制）（100%）、体育服务与管理（98%），

就业率较低的专业是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82%）、运动休闲服务与管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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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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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去向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79.6%，比本校 2015 届（75.1%）高 4.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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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毕业去向分布 

注：图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就业特点变化趋势 

（一） 职业变化趋势 

本校毕业生从事文化/体育、医疗保健/紧急救助、餐饮/娱乐相关职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 4-1 主要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职业类名称 2014 届（%） 2015 届（%） 2016 届（%） 变化趋势 

文化/体育 9.5 10.0 20.2 ↑ 

销售 13.7 16.9 13.6 — 

中小学教育 14.7 10.0 13.6 ↓ 

美容/健身 9.5 7.5 9.6 — 

高等教育/职业培训 8.8 9.0 6.6 ↓ 

医疗保健/紧急救助 2.8 4.0 6.6 ↑ 

餐饮/娱乐 4.6 4.5 5.7 ↑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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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变化趋势 

本校毕业生在教育业、艺术/娱乐和休闲业、零售商业、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相关领

域就业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行业类需求的变化同样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成为专业或培

养方案调整的依据。 

表 4-2 主要行业类需求变化趋势 

行业类名称 2014 届（%） 2015 届（%） 2016 届（%） 变化趋势 

教育业 33.3 28.6 40.5 ↑ 

艺术、娱乐和休闲业 8.9 9.9 15.9 ↑ 

零售商业 6.3 10.9 9.5 ↑ 

其他服务业（除行政服务） 6.7 2.6 9.1 ↑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三） 用人单位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的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企业/个体（73%），比本校 2015 届

（69%）高 4 个百分点；毕业生主要就业于 300 人及以下规模的中小型用人单位（76%），比本

校 2015 届（71%）高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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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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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不同规模用人单位需求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就业地区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就业的毕业生中，有 99.2%的人在广东省就业。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城市为广

州（49.0%）。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本校 92.4 95.5 93.8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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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毕业生在广东省就业的比例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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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要就业城市需求变化趋势 

城市名称 2014 届（%） 2015 届（%） 2016 届（%） 变化趋势 

广州 47.2 45.1 49.0 ↑ 

深圳 10.8 10.7 16.6 ↑ 

佛山 6.3 7.6 6.7 — 

东莞 7.6 7.1 5.9 ↓ 

惠州 6.9 4.0 5.9 —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四 就业质量变化趋势及应对措施 

（一） 月收入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的月收入为 3962 元，与本校 2015 届（3918 元）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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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3574 3787 3918 3962

0

1500

3000

4500

6000

(

元)

 

图 4-8 月收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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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月收入为 4181 元，竞技体育系的月收入为 4086 元，体育管理系

的月收入为 3751 元，体育保健系的月收入为 37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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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各院系毕业生的月收入、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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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月收入较高的专业是体育艺术（5091 元），月收入较低的专业是运动休闲服务

与管理（3492 元）、运动训练（水域休闲）（35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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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各专业毕业生的月收入、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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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5%，比本校 2015 届（56%）高 9 个百分点。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本校 47 58 5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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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4%，体育保健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73%，竞技体育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2%，体育管理系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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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各院系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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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专业是体育艺术（77%）、体育保健（运动防护）（73%）、

体育教育（73%）、运动训练（水域休闲）（73%），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专业是体育服务与

管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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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各专业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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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6%，比本校 2015 届（71%）高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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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86%，竞技体育系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7%，

体育管理系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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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各院系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注：个别院系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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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体育保健（运动防护）（88%）、体育教育

（83%），就业现状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社会体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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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与本校 2015 届对比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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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 对人才培养的反馈 

（一）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 

1. 对学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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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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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院系及专业对学校的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88%，体育保健系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85%，体育

管理系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81%，竞技体育系对母校的满意度为 78%，。 

88

85

83

81

78

0 20 40 60 80 100

体育艺术系

体育保健系

本校平均

体育管理系

竞技体育系

(%)

 

图 5-2 各院系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体育艺术、运动训练（水域休闲）（均为

90%），对母校满意度较低的专业是竞技体育（3 年制）（68%）、高尔夫球场服务与管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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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各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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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业对教学的反馈 

1. 总体教学满意度评价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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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2. 各院系及专业的教学满意度 

本校 2016 届体育艺术系的教学满意度为 88%，竞技体育系的教学满意度为 81%，体育管理

系的教学满意度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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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各院系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院系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46 

本校 2016 届教学满意度较高的专业是体育保健（运动防护）（95%），教学满意度较低的

专业是竞技体育（3 年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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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各专业毕业生的教学满意度 

注：个别专业因样本较少没有包括在内。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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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用能力培养 

1.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是“沟通与交流能力”（87%），其后依次

是“解决问题能力”（86%）、“团队合作能力”（8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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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工作中最重要的通用能力（多选）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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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校学习经历对通用能力的影响 

本校 2016 届毕业生认为母校学习经历影响最大的通用能力是“专业知识应用能力”（70%），

其后依次是“团队合作能力”（62%）、“解决问题能力”（61%）、“沟通与交流能力”（6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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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母校学习经历对各项通用能力的影响 

数据来源：麦可思-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数据。 

 

二 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合理规划，优化发展，加强专业建设。进一步深化对高职教育理论的学习理

解，将内涵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厘清改革思路，加强对教学改革的宏观指导与经费投

入，推动全院教学改革的开展。 

（二）加强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激励机制。进一步明确引进、培养人才标准，加大对五个

新增专业的经费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厘清各部门之间的权责，进一步落实奖励制度，激

励一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三）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深化课程改革。校企合作办学的方式、双方投入、资源利用

效益与整合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学院需进一步发挥行业办学的资源优势，在培训平台的基础

上，搭建校企合作、社会服务、双向沟通、资源共享的平台，加强校企合作课程的开发与利

用，提高教师的综合实践业务水平，以此促进各专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办学质量。通过发展自

身的社会服务平台与功能，形成办学特色与品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扩大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