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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安徽省技能型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入选安徽省“双高”、“双特色”专业群建设单位。

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学习宣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贯彻

落实安徽省 “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建设“七个强省”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全体

教职员工，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抢抓职业教育和体育产业发展新机遇，立足

体育行业办学优势与特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增强办学关

键能力，办学水平位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

为全面总结和分析毕业生就业状况，完善毕业生就业状况反馈机制，进一步

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建立健全高校人才培养、社会需求和就业创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根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

〔2013〕25 号）、《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教就业〔2023〕4号）相关文件要求，学校遵循全面、准确、科学、严谨

的原则，统筹分析毕业生就业状况，编制并正式发布《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

度报告》。报告的编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调查方案设计。根据教育

部的要求和我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际需求，充分借鉴省内外其他高校的经

验，在我校 2014 年以来历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基础上，设计我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报告的研究框架和调查方案。第二阶段是数据采集。2024 年 6月-9 月，我校

委托第三方机构（校果在线）对 2024 届毕业生开展网络问卷调查，采集有效问卷

937 份，占毕业生总数的 45.82%，样本代表性较强；对 2024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开

展网络问卷调查，共获得用人单位有效问卷 83份。第三阶段是数据分析和报告撰



写。2024 年 11 月，第三方机构（校果在线）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撰写完

成报告初稿。在此基础上，经招就处初审，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对就业质

量报告作了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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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就业基本情况

一、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截止 2024年 11月 21日1统计，我校 2024届毕业生 2045人。其中男生 1528人，占毕业生

总数的 74.72%；女生 517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5.28%。男生女生的比例约是 3：1，男生的数

量多于女生；数据详见表 1-1-1。

表 1-1-1 2024届毕业生总体规模与结构分布

类别 人数

性别
男 1528

女 517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37

中共预备党员 8

共青团员 780

民主党派或其他 0

群众 1220

民族
汉族 2009

少数民族 36

入学性质
普通高考入学 1771

社会招生入学 274

生源

省内 1951

省外 94

本地
2

269

本地外 1776

合计 2045

1
调研截止日期

2院校所在城市：合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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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毕业生来自我校 3个系 13个专业。各专业分布情况详见表 1-1-2。

表 1-1-2 2024届毕业生分系分专业分布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性别

男生 女生 合计 比例

社会体育系

健身指导与管理 131 22 153 7.48%

社会体育 58 10 68 3.33%

体育艺术表演 21 95 116 5.67%

休闲体育 20 3 23 1.1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3 22 25 1.22%

体育教育管理系

康复治疗技术 77 49 126 6.16%

老年服务与管理 1 2 3 0.15%

体育保健与康复 25 6 31 1.52%

体育教育 637 162 799 39.07%

体育运营与管理 29 9 38 1.86%

运动训练系

运动健康指导 9 7 16 0.78%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26 5 31 1.52%

民族传统体育 31 2 33 1.61%

体能训练 23 4 27 1.32%

运动训练 437 119 556 27.19%

合计 1528 517 2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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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生源情况

我校 2024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于全国 20个省（市/自治区），省内生源 1951人，占比 95.40%。

全国生源地分布情况详见表 1-2-1，省内生源地分布情况详见表 1-2-2。生源以省内为主，省外

生源分布面广，招生渠道畅通。

表 1-2-1 2024届毕业生全国生源地分布

省份（直辖市） 人数 占比

安徽省 1951 95.40%

浙江省 32 1.56%

江苏省 11 0.54%

河南省 9 0.44%

山东省 8 0.39%

河北省 8 0.39%

湖南省 4 0.20%

陕西省 3 0.15%

贵州省 3 0.15%

天津市 2 0.10%

四川省 2 0.10%

上海市 2 0.10%

湖北省 2 0.10%

福建省 2 0.10%

重庆市 1 0.05%

云南省 1 0.05%

青海省 1 0.05%

江西省 1 0.05%

黑龙江省 1 0.05%

广东省 1 0.05%

合计 20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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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2024届毕业生安徽省生源地分布

城市 人数 省内占比

阜阳市 353 18.09%

合肥市 269 13.79%

宿州市 202 10.35%

亳州市 200 10.25%

六安市 163 8.35%

滁州市 138 7.07%

淮南市 104 5.33%

安庆市 96 4.92%

宣城市 89 4.56%

芜湖市 85 4.36%

蚌埠市 76 3.90%

淮北市 70 3.59%

马鞍山市 41 2.10%

池州市 23 1.18%

铜陵市 21 1.08%

黄山市 21 1.08%

合计 1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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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3

2024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 88.56%，其中男生落实率为 87.89%；女生落实率 90.52%，详见

表 1-3-1和图 1-3-1。

表 1-3-1 2024届毕业生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图 1-3-1 2024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

3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口径：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毕业生总人数-待就业-暂不就业拟升学-其他暂不就业）/毕业生总人数。

性别 总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男 1528 1343 87.89%

女 517 468 90.52%

全校 2045 1811 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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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去向统计4

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以签订协议和签劳动合同为主，数据详见表 1-4-1。

表 1-4-1 2024届毕业生分类汇总统计表

毕业去向 统计项目 合计 比例

就业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780 38.14%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579 28.31%

应征义务兵 177 8.66%

自主创业 90 4.40%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67 3.28%

自由职业 12 0.59%

地方基层项目 8 0.39%

国家基层项目 1 0.05%

升学
境内升学 95 4.65%

境外留学 2 0.10%

未就业

待就业 229 11.20%

其他暂不就业 3 0.15%

不就业拟升学 2 0.10%

4签约率=（签订协议人数+劳动合同人数）/毕业生总人数。

升学率=（升学人数+出国出境人数）/毕业生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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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毕业生去向落实状况分析

一、毕业去向分布

2024届毕业生就业总体去向如图 2-1-1所示，全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 88.56%，其中就业

创业比例为 83.81%，升学比例为 4.75%。

图 2-1-1 2024届毕业生总体去向人数分布比例

二、单位行业分布5

2024届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人数分布如图 2-2-1。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分布人数排名前三的

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批发和零售业”，与 2023届毕业生一致。毕业生

就业单位行业分布总体较为广泛。

5行业统计范围为：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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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202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单位行业比例分布



第 15 页 共 33页

三、单位性质分布6

2024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如图 2-3-1，数量最多的是其他企业（含民营企业等），其

次是个体工商户和中初教育单位。

图 2-3-1 2024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比例分布

四、职业类别分布7

2024届毕业生职业类别分布如图 2-4-1，工作岗位分布中人数最多的依次是其他人员、体育

工作人员、教学人员。

6单位性质分布统计范围是毕业去向为：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直接就业的毕业生。

7职业类别分布统计范围是毕业去向为：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直接就业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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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202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岗位比例分布

五、就业地域流向8分析

2024届毕业生中在皖直接就业和升学的共 1304人，在皖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80.84%。学校

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具有“立足安徽，面向长三角，辐射全国”的特征。

（一）就业所在地按区域统计9

2024届毕业生就业所在地按区域统计分布如图 2-5-1所示，流向区域主要是长三角地区。

8本小节的涉及地域流向的毕业生就业数统计范围是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自由职

业、基层就业、自主创业和升学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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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2024届毕业生就业地区人数分布

（二）就业所在地按省份统计

2024届毕业生中共有 1536人就业或升学在长三角地区，按省份统计人数最多的是安徽省，

其次是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广东省，详见图 2-5-2。

图 2-5-2 2024届毕业生就业地区省份比例分布

（三）留皖工作城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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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皖工作的 2024届毕业生中，人数最多是合肥市，占毕业生总数的 32.42%，其次是阜阳

市、芜湖市，详见图 2-5-4。

图 2-5-4 2024届毕业生就业地区省内城市人数分布

（四）合肥市10就业情况分析

2024届毕业生在合肥市就业人数为 663人，具体分布详见图 2-5-5。

10合肥市。部分毕业生单位所在地没有具体到区或县，故将合肥市单独作为一个统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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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 2024届毕业生合肥市就业比例分布

（五）基层就业情况分析

毕业去向是地方基层项目的毕业共有 9名，基层就业类型如图 2-5-6所示。

图 2-5-6 2024届毕业生基层就业情况

六、毕业生升学深造情况

2024届各专业毕业生升学情况如表 2-6-1，升学率最高的三个专业是运动健康指导、体育保

健与康复和体能训练。

表 2-6-1 各专业毕业生升学率（含出国出境）

专业名称 总人数

升学率（含出国出境）

人数 占比

运动健康指导 16 7 43.75%

体育保健与康复 31 4 12.90%

体能训练 27 3 11.11%

康复治疗技术 126 13 10.32%

健身指导与管理 153 10 6.54%

体育运营与管理 38 2 5.26%

体育教育 799 42 5.26%

体育艺术表演 116 5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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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25 1 4.00%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31 1 3.23%

民族传统体育 33 1 3.03%

社会体育 68 2 2.94%

运动训练 556 6 1.08%

老年服务与管理 3 0 0.00%

休闲体育 23 0 0.00%

全校 2045 97 4.74%

七、毕业生证书获得情况

经调研，2024届专业毕业生考取所学专业相关的资格证书比例为88.69%，比去年高2.69%，

如图 2-7-1所示。

图 2-7-1 2024届毕业生考取专业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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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对学校教育的评价

（一）学校总体满意度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对于母校总体满意度达 98.72%（含“非常满意”、“满意”

和“一般满意”），比去年提高 0.1%，详见图 4-1-1。

图 4-1-1 2024届毕业生对学院总体满意度

（二）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满意度

经调研，我校2024届毕业生对于母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满意度达93.17%，比去年提高4.54%

（含“非常满意”、和“满意”），详见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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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2024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满意度

（三）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改进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认为母校就业指导服务最需要改进的是加强职业发展规划指导，

其次是加强求职方法技巧辅导（调研问卷该题为多选题），详见图 4-1-3。

图 4-1-3 2024届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改进

（四）创新创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对于母校创新创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94.13%（含“非常满意”、

和“满意”），详见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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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2024届毕业生对创新创业指导服务满意度

（五）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满意度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对于母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满意度 94.88%（含“非常满意”

和“满意”）。详见图 4-1-5。

图 4-1-5 2024届毕业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满意度

二、对学院教学的评价

（一）教学满意度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对于学校理论课堂教学和实践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分别为 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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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9.25%（含“满意”和“一般满意”），比去年都有所提升，详见图 4-2-1和图 4-2-2。

图 4-2-1 2024届毕业生对理论课堂教学满意度

图 4-3-2 2024届毕业生对实践课堂教学满意度

（二）课程评价

调研中，96.91%的毕业生认为学校开设课程能学有所用。详见图 4-2-3。



第 26 页 共 33页

图 4-2-3 2024届毕业生对教学问题改进

（三）教师评价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认为学院教师教学水平较高的占比为 92.74%（含“水平非常

高”和“水平较高”）。详见图 4-3-4。

图 4-2-4 2024届毕业生对教学水平

三、其他评价

（一）辅导员评价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认为辅导员水平较高的占比为 91.25%（含“水平非常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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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高”），详见图 4-3-1。

图 4-3-1 2024届毕业生对辅导员水平

（二）后勤评价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对于后勤的满意度为 96.16%，详见图 4-3-2。

图 4-3-2 2024届毕业生对后勤满意度

（三）专升本服务评价



第 28 页 共 33页

经调研，我校 2024届毕业生对于学校组织的专升本帮扶和讲座等举措满意率占比为 89.28%，

详见图 4-3-3。

图 4-3-3 2024届毕业生对专升本帮扶满意度

毕业生对于专升本帮扶措施建议中，71.43%认为应该多请相关院校招生办老师来开讲座，

详见图 4-3-4。

图 4-3-4 2024届毕业生对专升本帮扶措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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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对近四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综合分析能看出毕业生就业的趋势，通过对近四届毕业生毕业去向

落实率、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就业单位的变化趋势分析，有利于全面反映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体

现毕业生就业的共同特征， 避免单一届次的数据影响对毕业生就业的判断。

一、近四届毕业生在皖就业情况

今年学校学生留皖率比2023年有所提升，学校近四届毕业生在省内就业和升学的比例始终保持

在 70%以上，这与学校培养定位相符合，为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学校需采取各

项激励措施，积极推进、鼓励毕业生留在本省工作；积极加强与校地校企合作，与省内知名企业建立就

业实习基地，为学校毕业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图 6-1-1 2021-2024届毕业生在皖就业变化趋势

二、近四届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

本校毕业生大多能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匹配度较高。2024 届毕业

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比去年有所下降，这提醒学校要关注学生的中长期职业发展，学校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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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的合理性需要不断提升。

图 6-2-1 2021-2024届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趋势

三、近四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毕业生对自己就业现状的主观评价，从毕业生的角度反映其对就业质量的满

意程度，本校 2021-2024 届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都保持在 80%以上且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如

图 6-3-1 所示，体现了本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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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2021-2024届毕业生工作满意度趋势

四、近四届毕业生对母校总体满意度

根据调查结果，本校 2021-2024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均在 94%以上，说明毕业生

的在校体验情况较好。

图 6-4-1 2021-2024届毕业生对母校总体满意度趋势



第 33 页 共 33页

五、近四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满意度

就业服务工作能够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职业期待，提升求职技能，促进顺利就业。在就业服务

工作评价中，本校近四届就业服务工作满意度均在80%以上，且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 6-5-1 2021-2024届毕业生对就业服务工作满意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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