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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周至县小学校园足球开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穆友杰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教学 20 级研究生 650500）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以西安市周至县实施“校园足球计划”的
五所小学为调研范围，从中分别抽取 5 所学校的校长、体育教师、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目的是了解周至县小学校园足球的开
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以促进该县校园足球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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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是指以小学为起跑线，将足球（包括足球文化、

足球技能、足球训练等）引入教学，以培养青少年的足球兴趣为重
点，让学生在快乐足球中强身健体，锻炼意志品质，在发挥个人天
赋的同时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课题选取西安市周至县西街小学、东街小学、八一小学、清

河小学、下候小学等五所小学的校长、体育教师、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1.2.2 问卷调查法 1.2.3 访谈法 1.2.4 数理统计

法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周至县小学校园足球硬件设施情况 
2.1.1 周至县小学开展校园足球的场地、器材情况 
近几年，随着校园足球的开展，周至县政府多方面筹措资金，

结合标准化学校、合格学校建设，总投资达一千多万元，建设了一
批校园足球场地，极大改善了该区校园足球教学、训练和比赛的硬
件设施。 

表 1 周至县五所小学足球场地情况统计表（N＝5） 

学校名称 场地数量 场地标准 场地规格 

东街小学 2 八人制、五人制 人工草皮 
西街小学 1 五人制 人工草皮 
八一小学 1 五人制 人工草皮 
清河小学 1 无 水泥地 
下侯小学 1 无 水泥地 

从表 1 可以看出，本次研究所调查的学校基本上都拥有 1～2
块足球场地，并且可以满足日常足球教学、足球训练和课余足球活
动。 

表 2 周至县五所小学足球器材情况统计表（N=5） 

器材名称 学校数量 百分比（%） 

足球 5 100 
球门 5 100 

标志杆 3 60 
标志桶 3 60 

从表 2 可以看出，所调查的这五所小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所
有的小学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足球和球门，基本能够进行足球教学
需要，但是大部分学校缺少足球训练的专用器材，比如标志杆、标
志桶、标志盘、训练背心等，无法满足学生课后足球训练。 

2.2 周至县小学体育教师的基本情况 
目前周至县五所小学有体育教师 11 人，体育教师的学历虽已

达标，但普遍不高。年轻体育教师虽然阅历和教学经验上不足，但
他们精力旺盛，冲劲足，有干劲，在教学方面也能带来一些新的思
想和理念，也能给校园足球带来新的活力。 

表 3 周至县五所小学体育教师年龄结构统计表（N=11） 

 20-30 岁 31-40 岁 40 岁以上 总数 

人数 4 5 2 11 
比例 36.4% 45.5% 18.2% 100%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这五所学校中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体育

教师有 4 人，31-40 岁之间的体育教师有 5 人，40 岁以上的有 2 人。 
2.3 周至县小学学生对校园足球的态度 
学生是参加校园足球活动的主体，学生对于校园足球的喜欢的

程度，参与的动机影响到校园足球的开展。 
表 4 周至县五所小学学生对校园足球的喜欢程度调查表（N=200） 

喜欢程度 喜欢 一般喜欢 不喜欢 

人数 94 59 47 
比例（%） 47% 29.5% 23.5% 

由表 4 可以看出，在问卷调查的这五所学校中，有 94 名学生
喜欢足球运动，有 59 名学生一般喜欢足球运动，有 47 名学生不喜
欢足球运动。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经费投入不足是影响校园足球的一大障碍 
周至县小学的体育经费投入情况基本上是喜忧参半，城里的学

校要好，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次之，乡下的学校最差。在足球场地、
器材设施的标准和规格方面也基本遵循这一规律，由 8 人制、5 人
制足球场到不规则场地，由人造草皮到水泥场地。 

4.1.2 体育教师的普遍年轻化，学历不高 
体育教师是开展校园足球运动的领导者和实施者，周至县小学

体育教师数量达标，学历不高，年富力强，能基本满足小学体育教
学的需要，但对于开展校园足球说，数量和质量还要提高，尤其是
在教学中的经验。 

4.1.3 学生热爱足球，动机明确 
兴趣是行为的先导，要想发展好校园足球事业，良好的设备和

专业的老师是必须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学生们自己的兴趣，浓厚
的兴趣能让学生自主探究自主学习，明确的动机能让孩子向着目标
前进。 

4.2 建议 
4.2.1 学校要采取多种办法改善校园足球场地设施 
学校领导要采取多种办法改善校园足球场地设施，要主动报项

目、跑资金，说服主管部门、企业和家长们支持校园足球的发展，
为学生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足球场地。同时要留有定期维护和保
养足球场地的费用，保证校园足球训练正常进行。 

4.2.2 要利用多种途径营造校园足球文化氛围 
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对校园足球的认识截然不同，是由

于宣传不够，沟通不畅造成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主动承担起
宣传、推广任务。 

4.2.3 要定期举行校园足球联赛 
足球教学、训练和比赛自成一体，缺一不可。教学和训练是为

了更好地比赛，比赛反过来会促进教学和训练水平。每个学校每年
都要开展足球比赛，比如班级赛、年级赛，校际赛等；一个区（县）
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校园足球联赛，要形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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