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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德国青少年足球培养的发展

1.1日本青少年培养模式

日本足球的进步离不开校园足球。日本青训的成功带动了日

本足球的发展，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国家队成绩上。日本的校园

足球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积极面向校园外的足球开展活动或交

流。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高中足球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既扩大了足球的影响力，又是一个展示足球后备人才的舞台。

日本校园足球不仅有校内足球的训练，还有校园内少数足球高水

平的学生去往训练中心训练，足球学院的学生也是进入到学院附

近的学校学习文化课知识。

“走训制”的提法，在国内最早出现在体育院校足球专业

课程教材中，学术研究中少有提及。这里所提“走训制”是

指足球学校和业余足球俱乐部训练的队员，训练主体身份属性为

“职业队梯队队员”，他们主要任务是足球训练，训练后去学校学

习文化课知识。因此，这里的“走训制”定义为“走读制”更为

确切。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队员把学习放在了次要位置，只是

应付学习任务，与相同年龄段学生学习成绩没有可比性。多数队

员被职业足球淘汰后，学业随之荒废，直接面临着失业风险。日

本人很早就认识到大部分的足球青少年通往职业的道路是漫长而

又坎坷的，所以日本坚持体育的完整性，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使

球员学业与事业共同发展。

中国大部分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与校园足球依然没有联系，

而且中国足校与日本足球学院的“走训制”训练模式相比训练模

式单一，不能很好的顾及学业。日本足球学院的学生在学校学习

时会有特定的足球理论课，以便于加强足球意识和足球思维。日

本中小学生课余时间“走训”训练的校外足球培训机构主要有“地

区足球训练中心”、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足球学院和业余足球俱

乐部。

1.2德国青少年培养模式

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问鼎世界冠军。德国足球的成功在于

其青训人才培养体系。在2002年世界杯决赛输给巴西后，德国开

展了人才发展计划，其计划提出了长远的目标，一系列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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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等级，强有力的推动了足球后备人才的发展。德国青少年足

球人才培养始终贯彻“体教结合”的理念,同等看重教育和训

练。德国足协提倡以兴趣为导向，培养小球员。目前德国在青

少年球员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培养体系，体系包括学

校、业余足球俱乐部、人才中心、训练基地、足球学校。球

员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放学后(一般下午三点之前放学)就会到学

校附近的业余俱乐部接受足球训练。德国的业余俱乐部分散在住

宅区的附近，以便于青少年的训练，当地的足协与业余俱乐部积

极合作，由足协派遣给业余俱乐部教练，给予青少年良好的指导，

俱乐部内通过良性竞争和选拔。

2  日本、德国青少年足球成功经验的借鉴

2.1日本足球青训经验借鉴

日本人认为校园足球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教育问题。只有体育，

没有教育，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不完整的，二者相辅相成，形成

合体，培养体教完整的足球青训人才。

日本各级足球比赛相比于中国暴力事件要少很多，离不开日

本的校园体育教育。在这一方面，呈现了日本人体育教育的价值。

日本校园足球理念，不仅仅是提高学生的足球技术水平，而且提

倡对青训队员的素质教育，从小学就会教导小球员衣物鞋子摆放

整齐，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球迷，尊重教练，比赛后整理

好垃圾带走。

日本业余足球俱乐部都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体育团

体，并不隶属于教育系统，但其发展过程中与教育系统密切联

系,协同发展。J联赛70% 以上职业球员来自J足球俱乐部梯队。

目前，多数J足球俱乐部从U10到U18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梯队。

J 俱乐部梯队同样采用“走训制”训练模式。“走训制”训练

模式相给了学生更多成为职业球员的机会，通过走训制青训队员

在得到同龄孩子的文化教育外还获得去往更高水平足球舞台的希

望。日本J 联赛有一个特别指定球员制度，该制度主旨为在球

员足球水平成长最为迅速的年龄段，突破联盟和球员身份的界

限，以提供“与能力相适应的足球环境”。接收球员的 J 联赛

俱乐部是否拥有让该球员能力获得提升的足球环境，以及让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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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J联赛正式比赛的具体计划，将是足协判断认可批准的依

据所在。单支J联赛俱乐部可以同时接收的“特别指定球员”，J1

和J2俱乐部都是3人以下（包括3人），J3俱乐部为2人以下（包

括2人）。该制度针提供了优秀的高中或大学生成为职业球员的平

台。日本的足球学院与各个级别学校保持着紧密联系，实施“住

训制”训练，“走读制”学习的训练模式。足球学院面向全日本招

收适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这些学员身份属性为学校学生，小学

6年级毕业生通过考试入院，所有学员必须住校进行系统足球训

练，周一至周五在足球学院附近的学校学习。日本的训练中心目

的是给予高水平的在校学生短期的高效指导，还有教授一些新的

技战术打法，避免被整体水平影响。我国近几年建立了训练中心，

还有待于完善。

2.2德国足球青训经验借鉴

德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成功包含多方面的，像世界杯进球

纪录保持者克洛泽，属于大器晚成的球员。22岁踢半职业联赛的

克洛泽才被球探发现转会到凯泽斯劳滕，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道路。

德国青训的严密，包含在多种方面，足球人才的培养包括厚积薄

发的球员。德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始于正确的策略。对于德国

小球员来说，德国足协铺好了足球规划之路，小球员通过一步一

步的进阶，不断地获取文化与体育的知识与技战术知识，最终形

成德国足球思维的产品。许多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对于在学校球队

踢不上球的孩子也提供了足球训练和环境，最大化发展足球后备

力量。

3  对于我国足球青训启示

3.1 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同步发展。校园足球功能在于扩

大足球活动范围和提高青少年足球水平，职业足球影响力与水平

进一步提高，二者合作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

产生联系后会给小球员和球员家长一个强心剂，小球员会更好的

去努力进入更好的足球平台。封闭式学习与训练，可能会对小球

员的心理和学业造成负面影响，一旦不能成为职业球员，将面临

很大就业问题。2019年12月发生了一则与中国校园足球的新闻，

七名人大附中三高俱乐部高中生收到中超俱乐部试训机会，最后

因为选择高考而放弃试训机会。我国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很少沟

通，校园足球中有再好的苗子，也很难进入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

这也是中国青少年足球水平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相关足球主管

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探索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连接的政策，为校

园足球好苗子去往职业球员的道路上助力。

校园足球与校外足球良好合作可以借鉴广州富力足球青训模

式。广州富力青训有大量的青少年梯队，梯队生源通过富力举办

各种赛事发现的好苗子以及培训机构和中小学推荐的球员组合。

富力足球俱乐部扎根本土中小学校深入合作，将职业梯队教练员

派到签了合作协议的中小学校中，帮助其校队训练，开展校园足

球活动。中小学校足球训练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打通了校园足球

精英人才通往职业足球的路径。

3.2 日本教育体制下，足球活动和文化课同等重要。实际上

日本体育课的学习课时较中国多。日本的学习压力较于中国没有

那么大，小球员可以更好的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在中国课后有的学生还要参加补课，而体育活动重要性与文

化课无法比拟，课余时间无法进行运动。

产生“学训”矛盾最根本的原因是大环境下的学业繁重，课

余活动时间不足，父母不支持孩子选择足球的道路。现如今中国

教育部门如今日益加强体育在学生们成长中的比重例如提高体育

中考成绩比重。因此，学校和家长要转变教育理念，重视体育，真

正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走训制”训练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俱乐部梯队队员和

学生“足球与学习”的矛盾。日德两国青训的成功为我们更新了

训练模式，日德青训做到了一边学习一边踢职业足球，践行了体

教结合的理念。走训制因为训练时的身份是学校学生，不属于校

外足球培训机构，参与校外足球训练是课余行为。因此，学校要

加大学生课余活动时间，积极参与足球运动。

3.3 我国现在成立了很多足球青训机构，这些青训机构大多

建立在人口稠密的地点，各种青训机构的建立既方便学生到学校

学习又方便课余足球训练。学校和俱乐部可以加强合作，共同监

督学生的学业成绩，如果学生在训练期间发生学习成绩下降问题，

暂停该名学生的训练，待该名学生的成绩合格后恢复其训练，保

证体与育的完整性。业余俱乐部的参与会使有潜力的球员可以参

加更加专业的培训,因为有些学校体育教师的擅长专项不一定是足

球。不突出的球员可以一边文化课学习,一边努力训练达成自己的

足球目标。有的青少年天赋显露的时间早，有的晚，我们要有充

分的耐心给予青少年时间，即使不能走上职业道路，足球也是陪

伴青少年一生有益的伙伴。我国可以效仿德国，使地方足协、学

校、俱乐部整合资源，达到包括学生和家长多方共赢。

＊通讯作者:谭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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