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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冬奥时代体育高职院校冰雪人才培养的研究———以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冰雪专业学生现状调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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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从专业学生择业时首先要靠考

虑因素、毕业生就业的企业性质、从事的工作岗位、学生学习动机调查等方面[1]，对冰雪专业

毕业生、在校生的就业、学习现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冰雪专业学生毕业生的工作与专

业相关度趋于高值；冰雪专业学生就业中大型企业的比率高；初级管理岗位和教练员岗位分别

排在第一第二位；专业专项技能实训课排在第一；学习动机以兴趣为主；择业目标明确。毕业

生的薪资待遇高于长三角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毕业半年后(高职：5112元)的薪酬水平；近五成的

学生认识到学习在大学中最重要。针对以上现状调查进行总结分析，对于后冬奥时代，进一步

完善和提升冰雪运动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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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冰雪运动与管理专业原体育云营运管理专业（冰雪运动

服务与推广方向）自 2016年首批学生入校开始学习算起至

2023年，已经跨过 7个春秋。2015年 7月 31日开始，它随

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掀起了冰雪运动的参与热潮，为

冰雪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冰雪专业建设

带来勃勃生机。同时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年）》以及相关配套

文件，赋予了专业为保障北京市退役运动员转型、吸收社会

愿意从事冰雪事业的青年才俊，为北京冰雪产业培养人才的

培养承担一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冬奥时代冰雪运动的普

及进一步撬动了体育产业的人才需求。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

员规模超过 500 万，但在运动技术、运动防护与保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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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管理等多个领域仍处于人才短缺的状态。

冰雪专业运行的 7年中，对于专业学生整体学习、就业

工作情况相对全面的现状调研，目前还没有。

在后奥运时代，冰雪专业如何进行专业方面的革新，配

合招生就业、学生处等部门，更好地为专业学生服务？有必

要聆听一下正在学习和已经毕业工作的学生对于专业建设

的一些建议和心声。为此本次调研对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学

生设计了两份调查问卷，一份是对于在专业在校学生学习动

机的调研，一份是对专业已毕业学生就业工作情况的调查问

卷。力求通过本次调研的结果和分析，逐步梳理出专业建设

新的思路和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设性方法。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2023年冰雪专业学生在校学习的学生 123人，加上已经

毕业的 5届学生 211人，总共 334人

1.2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

通过搜集查阅大量关于就业方向的书籍、报纸和相关文

献，详细阅读并记录有关方面的知识。登录中国知网、万方

数据库等检索工具，以冰雪专业学生、现状调查、人才培养、

后冬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下载与该研究有关的资料进行详

细研究，为该文奠定基础。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已经毕业学生就业工作情况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2.1.1在调查毕业生现状调研中发现，就职业于与冰雪行

业相关的企业的学生为 39.58%，排在第一名，其次就职业于

与体育、冰雪行业不相关企业 24%，自由职业 15%，排三，

就职业于与体育相关的企业 11%。自由职业全部是从事与冰

雪行业相关的活动。

分析：通过对 2019年—2022年中国高职高专就业报告

蓝皮书研读[2]，2019—2022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

度为 62%—66%，近五年维持稳定。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分别为 62%。冰雪专业学生毕业生的工作

与专业相关度为 65.58%。趋于高值。

2.1.2收入水平调查显示：66.67%接受调研的学生收入水

平高于 5000元/月。

分析：通过对 2019年—2022年中国高职高专就业报告

蓝皮书研读，近五年，高职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 4130 元

—4752元[2]。接近 7成的冰雪专业学生的薪酬达到在长三角

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毕业半年后(高职：5112元)的薪酬水平。

2.1.3 在了解专业毕业生在择业时首先要靠考虑的因素

中，工作环境、单位离家的远近、薪酬三个因素分别排列为

第一、二、三位，分别达到 35.42%、31.25%、30.21%；而

只有 3.13%的学生会考虑到自己居住的以外的省市工作。

分析：根据智联招聘所做的《2023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

报告》发布显示对于毕业生期望的就业城市等级来看，一线

及新一线占比均为 30%，二、三线分别占比 26.7%、10.2%，

四线、五线占比则均不足 2%。分学历来看，硕博毕业生对

新一线的偏好更明显。在接受调研的冰雪学生毕业，北京籍

学生占 69.79%，基本不会考虑到外地进行工作。首选在北京

工作。这就意味着要与硕博毕业生争夺就业市场。核心竞争

力显得突出重要。

2.1.4在对毕业生就业的企业性质调研时，发现 33.33%

学生就职业于大型企业，31.25% 小型企业 20.83%小微企业，

14.58%中型企业。

分析：根据智联招聘所做的《2023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

报告》发布显示，对于企业规模的选择，中型企业仍为今年

毕业生首选，占比 48.6%。冰雪专业学生就业中大型企业的

比率为 64.58%，高于 48.6%。可能由于专业学生就业主体为

滑雪场、滑冰馆等拥有大型建筑的企业为主的因素。

2.1.5.在对从事的工作岗位调研中发现：已有 33.33%的

毕业生已经做到初级管理岗位，占据第一，滑雪教练员

27.08%为第二位，滑冰教练员 17.71%第三，冰雪场馆机械

操作、前台、销售不足 9%，冰雪场馆租赁岗位为 0。

分析：数据显示：具有明显专业特征和技术含力量的岗

位如管理岗位、滑雪教练、滑冰教练越来越受毕业学生的青

睐。技术含量高但工作环境艰苦的岗位如冰雪场馆机械操

作、销售等岗位，学生选择也不积极。对于同样拥有技术含

量的岗位，毕业生更加对于哪些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岗位选

择性要高。

2.1.6 在调研学生工作以后，你觉得学校所开设的专业

课程对你帮助较大的课程时，滑雪技术课为 47.92%位列第

一，滑冰技术 13.54%列于第二位、冰球教学 6.25%、轮滑教

学 1.04%。实训技术课总的为 68.75%。在理实一体化课程中，

礼仪与沟通技巧 10.42%，冰雪场馆管理实务 6.25%，出乎

意料的是涉及职业选择的职业生涯于就业指导、岗位实习和

认识实习三门课程学生选择的分别为 5.21%、5.21%和

3.13%。

分析：实训技术课对于学生职业选择帮助极大。岗位、

认识实习对于毕业学生的帮助在本次调研过程中，数据统计

不理想、没有达到课程设计的要求。

2.1.7 在对如果你再次成为学生，你希望学习到的知识

和技能课程建议调研时，在专业再开些技术课为 54.17%，选

择继续加强裁判方面的学习和继续加强办公软件的学习分

别为 17.71%和 11.46%。

分析：技能类课程（包括专业和基础）对于体育高职类

类学生重要性。

2.2对在专业学习的学生学习动机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2.2.1对在校生基础调研时，有 81.16%的学生上大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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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过运动经历，有滑雪、滑冰、轮滑基础的学生分别占

30.43%、24.64%、33.33%。

分析：冰雪专业学习的大部分学生都有体育运动基础，

实训技术课程学习，有良好的基础条件。

2.2.2 对在选择冰雪专业的驱动因素调研时，有 34.78%

的学生选择个人有兴趣，学习有意义这一选项，排列第一，

由于考分不足而服从分配为 14.49%。排在第二；专业冷门，

竞争人少 13.04%，受父母、师长影响决定的 10.14%，分别

排在第三和第四位。

分析：选择冰雪专业学习的学生专业达成度不高。比较

分散。

2.2.3 调研学生认为在大学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时，

46.38%认为是学习，多认识人，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的学生

为 40.58%，选择社团工作的学生为 0。

分析：通过以上研究数据中，反映出，近五成的学生认

识到学习在大学中最重要。其次是人际关系的发展。充分体

现了冰雪专业学生意识到知识和实践相互促进的重要性。但

作为发展人际关系途径之一的校内社团工作，被全体同学忽

视了。

2.2.4 在回答自己专业的兴趣的问题时，37.68%的同学

入学时无兴趣，现在因有所了解而有兴趣，26.09%的同学对

于专业兴趣一般，但不反感。

分析：近 7成的学生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有兴趣和认同

感。

2.2.5 有 47.83%的学生在回答“您觉得目前您是哪一类

大学生”时，选择“有理想有抱负，积极为自己目标努力着”；

37.68%选择“知道未来形势，严峻，但现在很的茫然，不知

道该如何努力”

分析：近五成同学知道要努力，近 4成同学知道自己面

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但现在处于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方

向和发力点。

2.2.6 在选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大学学习目标吗?题

目时，31.88% 学生选择“比较清楚，有大致方向”；30.43%

学生选择“很清楚，有长远的目标”； 26.09%学生选择“短

期目标很清楚”。

分析：在校学习的学生对于自己长期、短期目标清楚或

比较清楚。具有一定目标性。

3建议

3.1针对岗位、认识实习的课程在进一步进行调研确保

课程设置功能更加合理。

3.2 在专业课中增加裁判课程理论和实践教学课程。在

专业选修课中（专业群中）互选篮球、户外、跆拳道等课程。

或在专业课程实用体能训练中，增加一些夏季运动项目技能

训练。

3.3 加强诸如管理类和办公软件技能类等课程

3.4在北京就业市场就业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环境下，

树立学生正确的就业观。理想和现实要紧密结合。

3.5在招生及人才培养课程、岗位设计时，要充分考虑

生源地生源情况。

3.6 在进行订单班培养时，选择的合作企业最好是国企

或者是大型企业（在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做好订单培

养计划，与企业联合开发课程。

3.7专业建设负责人要和班主任一道，深入到学生中去，

和学生建立深厚的感情，为他们解答学习中遇到的疑惑，结

合每位同学的优点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做其发展规划。

4结语

学院冰雪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就业地域 主要一二线城

市，以北京居多，比较符合北京冬奥会后，遗留下的宝贵财

富，也为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

毕业生对自己的待遇方面总体比较满意；专业学生选择专业

兴趣第一位且学习目标明确；对于后奥运时代，冰雪行业急

需的岗位如机械操作和器材管理同学们兴趣不大。有课程开

发需求。下一步利用北京冬奥会余温，坚持需求和目标导向，

依托办学经验增加冰雪相关专业数量，扩大招生规模。丰富

招生模式，严把生源质量，缓解冰雪人才需求[3]，在培养方

案的修订中，要考虑毕业生的就业地域和去向，根据社会不

同的需求，精细模块化设计，以“岗课赛证”为引领，突出

核心竞争力，做到区别对待，因材施教。拓宽在读生、毕业

生的视野，提升自己的就业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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