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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背景

1.1选题依据

2009 年 6 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局相关部门发布《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实施方案》，2014 年10月国务院在第16号

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中强调大力推广校园足球，各足球特色学校积极组建足球队并举

办足球联赛，校园足球全面开展。本文通过对海口市足球特色

学校活动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优点和不

足，并提出建议，为海口市足球活动更好地开展提供参考。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首先通过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快乐

参与足球运动的同时实现体育育人的功能，完善学生人格，培

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其次为解决大部分学生自小学到高中甚至到

大学，进行了多年的体育教育，但并无一项掌握熟练且能长期坚

持的体育运动爱好或特长；从长远讲，更是有为中国足球奠定扎

实基础，从而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战略意义。

2  调查研究

通过对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的校长、足球教练、家长、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校园足球的开展现状，并对结果进行统计

和分析。

2.1研究对象

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开展现状。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期刊网等，以“校园足球”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与校园足球有关的资料并整理，为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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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供了理论基础。

2.2.2问卷调查法

通过设计和发放问卷，对海口市10所“校园足球”试点中小

学（如表2-1）的校长（全面调查）、足球教练（全面调查）、学生

（抽样调查）及家长（抽样调查）进行调查，回收问卷并整理数据。

2.2.2.1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次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题目为：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校园

足球的开展现状，问卷分4类：1.校长问卷，2.足球教练问卷，3.

学生问卷，4.家长问卷，对问卷进行发放、回收并进行信度、效

度检验，情况如下（表2-2）。

2.2.2.2访谈法

在调查问卷发放与收回期间，我们还采用面对面聊天的方式，

与这10 所足球特色学校的体育系主任、足球教师、学生及家长

进行交流，记录校园足球开展过程中的优秀经验和存在的不足。

2.2.2.3数理统计法

将收集回来的数据用Excel进行录入，并用SPSS 软件进行

分析，再将得出来的结果进行整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关于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发展现状的几项数据

3.1.1 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足球教练年龄分布（表3-1）

如表3-1 所示，在海口市校园足球特色校中足球教练在30

—40岁的偏多，占50%，30岁以下的占32.1%，40—50岁的占14.

3%，50以上仅有1人。学校足球教练的年龄结构是合理的，30岁

以下属于青年教师，他们勇于拼搏，有激情和创新力，可以和学

生相处更亲密，渴望在做出成绩，实现价值。中年教师成熟稳

重，有经验，是传道授业的主力军，而老教师则有更好的战术

和技术理论，是青年教师学习的对象。

3.1.2 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足球教练性别分布（图3-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学校名称 学校层次

桂林洋中心小学 小学

白沙门小学 小学

美兰实验小学 小学

大致坡镇中学小学 小学

国兴中学 中学

海口市灵山中学 中学

琼山中学 中学

琼山华侨中学 中学

海口实验中学 中学

石山中学 中学

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回收问卷 有效问卷 回收率 有效率

校长 10 10 100% 100%

足球教练 28 28 100% 96.40%

学生 1000 934 93.40% 84.90%

家长 500 457 91.40% 94.30%

10

27

793

431

年龄 30岁以下 30-40岁 40-50岁 50岁以上 合计

人数

百分比（%） 32.1 50 14.3 3.6 100

9 14 4 1 28

表2-1      问卷调查的海口市10所足球特色学校名单

表 2-2

表3-1    足球教练年龄调查（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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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问卷统计的数据发现，男教练占到90%，女教练

仅有10%，男女教练比例严重失衡，对校园足球的开展和可持续发

展存在着较大影响。

3.1.3 这 10 所学校足球场地设施情况（表3-3）

海口市所有足球特色学校都有足球场地，但大小不同。在

我们调查的10所学校中，共有9个十一人制足球场，5个七人制

足球场和2个五人制足球场，虽然五人制足球场不多，但多数学

校增加了小足球门，充分利用十一人制场地空间，解决了训练场

地不足的问题。

3.1.4 这 10 所学校校园足球活动学生参与情况（图3-4）

有约61%的学生每周参加1-2次的足球活动，约11%的学生

每周参加足球活动3-4 次，每周参加足球活动5-6 次的占10%，

18%的学生不参加足球活动，说明海口市学校在普及、宣传校园

足球方面做得比较好。

3.2 这 10 所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对于足球训练的态度（表

3-5）。

3.2.1学生参与足球训练的最主要目的

分析表3-5 表数据，看出学生对于足球训练是有自主思想

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素养决定一个国家未来足球运动的发

展水平，普及足球知识和技能，形成良好的校园足球文化，培养

出品学兼优，身强体健，全面发展，特长优秀的学生。

3.2.2 家长对学生参与足球训练的最主要意愿（表3-6）

参与调查的大部分家长，是支持学生参与足球训练的，他

们普遍认同这是一项大有益处的运动，并表示，在不影响学习的

前提下，希望学生通过训练能有更多的收获，甚至是通过这一特

长，有更好的升学优势。

3.3 这 10 所学校学生每周参与训练的次数（表3-7）

大部分学校每周安排足球训练的次数在3—4次，学生有较

多的机会参与训练，又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在提高体能的同时，还

能不断提高学生的足球水平。

3.4 学生认为足球训练对于文化成绩的影响（表3-8）

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足球训练对学习无影响，或是

有促进作用，有约五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足球训练影响学习。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有的活泼好动喜欢体育锻炼，有些则

文静内向，有的自律性强，在训练或比赛中他们学会了再苦再累

也不放弃，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也会用到文化学习中，促进文化

课成绩的提升。此外，建议学校要合理安排训练强度，避免学生

身体疲劳，对文化课学习态度有所放松，从而影响成绩。

4  目前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开展的不足与对策

4.1校园足球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参加校园足球活动的学生性别比例不平衡；学生对运动损伤

自我保护安全知识了解不足；部分学校及家长更关心升学，持

唯文化课最重要的观点，对校园足球的开展不重视或不支持；

训练场地、训练设施不够专业等。

4.2影响校园足球开展的因素

（1 ）应试教育的影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家长都更重

视文化课成绩，评价一个学校的标准主要看升学率的高低。足

图3-2     足球教练性别分布（N=28）

足球场地 个数 百分比（%）

十一人制 9 56.3

七人制 5 31.3

五人制 2 12.4

表3-3       10所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足球场地设施情况

图3-4         海口市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活动学生参与情况

训练动机 人数 百分比（%）

喜欢足球 409 51.58

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121 15.26

为学校争荣誉 96 12.11

提高身体素质 142 17.91

其他 25 3.14

表3-5     学生参与足球训练的最主要目的（N=793）

家长意愿 选项数量 百分比（%）

提高身体素质 178 41.3

培养兴趣爱好 140 32.48

升入重点学校 84 19.49

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12 2.79

其他 17 3.94

表3-6     家长对学生参与足球训练的最主要意愿（N=431）

训练次数 1--2 3--4 5--6 合计

学校个数 3 6 1 10

百分比（%） 30 60 10 100

表3-7     学生每周参与训练次数（N=10）

不影响 影响 有促进作用 合计

人数 249 175 369 793

百分比（%） 31.40 22.07 46.53 100

表3-8      学生认为足球训练对于文化成绩的影响（N=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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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运动需要较多的人的参与，战术和技术往往一个术都需要很长

时间去训练，如此很多教师和家长并不是很支持校园足球的训练。

（2）足球运动特点的影响。足球运动需要学习带球、传球、射

门、走位、战术等，这都需要精心的去训练，且足球具有对抗性

强，运动强度大，易受伤的特点，而目前大多数中小学生体质偏

弱，认为足球训练的难度和强度大。

4.3针对足球特色学校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对策

（1）加强校园足球文化宣传。按照足球特色校园的要求开

展校园足球活动，建立校内竞赛体系，组建足球队，学生每周

至少上一节足球理论课和实践课，定期举办足球比赛，完善校

园足球文化体系的构建，把足球文化氛围渗透到学校的每个角

落 。

（2）提升教师专业技术。很多学校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的

现状，学校应利用周末或假期时间组织教师参加专业技术水平和

理论知识提升培训，提高足球教师的技术、战术和教学水平，

使学生能得到更系统、高效的学习。

（3）加强体育安全知识教育。教练应向学生认真讲解训练

或比赛时的自我保护知识以及急救措施，让学生放心地参与到足

球运动中来，注重对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

（4 ）加强中招体育考试比重。提高足球的分值比重，推

动校园足球的发展，建立教师与家长及教练之间的密切联系，

详细知晓每一队员的学校状况和训练状况，合理安排训练时间和

学习时间。

（5 ）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教练工作热情。教育部门和学

校应对足球训练进行资金投入，建设合格的运动场地和设施，

美化训练环境，营造校园足球氛围；同时，在足球比赛中对优

秀队伍、优秀球员、优秀教练以资鼓励，提高大家的参与热

情 。

（6）打破家长的思维定式。学校和社会可以向家长和普通

群众开展校园足球的宣传活动，使大人们真正了解校园足球的益

处，认识到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要求,并向发达

城市吸取成功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优秀经验。

足球运动是目前全球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单项体育运动，有

世界第一大运动的美称。作为发展体育产业的“国家战略”的

一部分，校园足球运动的开展对学校教育工作有着良好的促进作

用，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是一张瞄准未

来的“经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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