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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相关教育活动的高效开展离不开科学计划的合理制定，

因为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能够明确高校各项活动的实施目标，为

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而校园足球要想在未来的

发展中继续前行，未来的发展计划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相

关的教育工作者结合所在高校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需求以及

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以此来推动高校校园

足球活动的健康发展，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继而达到贯

彻新课程教育理念的目的，推进素质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1　高校校园足球的现状分析

首先高校校园足球的体制不够完善。由于极大部分高校对于

校园足球的管理都是倡导学生自主管理，所以他们大都将足协的

自主管理权交还给了学生，或者让学生一同参与到足协的管理工

作当中，这就导致足协的管理人员呈现多样化以及多元化的特

点，至使在足协的管理工作中会出现意见难以统一或者部分学生

管理人员由于足协权利责任重大，难以胜任而出现管理上的一些

错误，极大地降低了内部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由于校园足球管

理者的多样化，这就导致相关管理决策需要较长的运转周期，极

大地了决策的时效性和高效性，严重地影响了高校校园足球活动

的高效开展；

其次是缺乏专业的足球教练队伍。足球始终是一项体育竞技

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能性，高校学生要想提升自身的足

球专业技能，就需要专业规范的教练指导。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我国高校内的校园足球活动的专业教练一直处于一个缺

失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部分高校对于校园足球的重视程度不足，

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在校园科学研究活动以及专业类的教学活动当

中，对于校园足球的建设则是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由于缺乏资

金的投入，这就导致极大部分的高校校园足球活动并没有配备专

业的教师，学生的足球日常训练一缺乏教练的专业指导，至使部

分学生在足球活动中的不良习惯一直得不到纠正，从而养成了不

良的足球运动习惯，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足球运动的规范性。此

外，一部分高校即使配备专业的足球教师，由于缺乏相关的大型

比赛经验，导致他们在教学环节更加重视的是学生的足球技能的

提升，对于学生的足球理论教学没有足够的重视，至使他们所开

展的足球教育活动存在一定的偏颇，难以全面地提升高校学生的

足球专业素养，严重阻碍了高校足球运动的开展，不利于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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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类型人才的培养。

最后是足球的训练计划以及课程安排有待完善。每一所高校

的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实际情况都有所不同，再加上很多学生都

将足球作为课外休闲娱乐的活动，并非是足球专业的学生，这就

导致他们在训练计划以及课程安排上有所不同。同时这部分学生

还需要学习很多他们的专业知识，这就导致他们缺乏足球训练以

及参加相关足球学习活动的时间，这就大大压缩了足球课程安排

的时间，导致足球课程的安排的时间往往是见缝插针，课程与课

程之间的连接较为紧凑，容易导致学生在足球学习的过程表现出

疲惫以及精神动力不足的情况，大大降低足球相关课程学习的有

效性，不利于提升足球课堂的育人相关的有效提升，极大地阻碍

了高校校园足球活动的高效开展。此外，部分高校的足球教师为

了更好地提升足球训练的有效性，往往会借鉴或者照搬一些较好

的训练计划，在训练环节采取一刀切的训练模式，导致学生的个

人足球素养以及相关能力得不到全面发展提升，大大地降低了足

球训练的有效性以及科学性，不利于相关足球活动的高效开展。

2　高校校园足球活动的未来发展模式策略

2.1提升足球教练队伍的专业程度

足球教练作为学生训练计划安排的主要指导者，教练自身的

专业素养影响着他们所主导的足球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也关

乎着高校校园足球能否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对此，为了更好地

在高校校园足球活动当中培养更多具备专业素养的优秀足球人才，

就需要高校积极地开展人才引进计划，尽可能地为学生的足球学

习配备一些具备大赛经验以及拥有丰富课堂教学经验的教练，推

进高校与国内足球协会相关合作活动的开展，不定时地聘请一些

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前来高校进行指导学习，为学生的课堂学习提

供更加专业化的指导，全面发展高校学生的足球知识素养，提升

高校足球教练队伍的专业性，以此来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课

堂教学指导，帮助他们全面发展和提升他们的足球知识技能。

2.2构建科学合理的校园足球体制

科学合理的校园体制能够提升相关管理工作的实效性，帮助

校园足球的各项工作都能够按部就班地高效运转，对于高校校园

足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构建校园足球的体制，

就需要相关的工作者不断地优化参与足球管理架构，尽可能选择

一些具有相关管理工作经验的人员参与到足协的管理工作中，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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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缩减相关决策所需要耗费的时间，以此来提升相关决策工作

的效率以及相关工作的科学性，进而达到推进校园足球工作的高

效运转的目的。同时，校园制度的构建还要吸取多方面的指导意

见，不断修正存在缺陷的地方，以此来规范和提升校园足球的制

度，推进相关管理工作的科学有效地持续开展。

2.3完善校园足球的课程安排以及训练计划

合理的足球课程安排能够减少部分非足球专业的学生学习时

间上的冲突，确保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足球相关的体育活

动，而合理的训练计划能够帮助高校学生持续性地发展提升他们

的足球技能，对于推进足球学习活动的开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此，这就需要高校在进行专业课程安排时充分考虑这部分参与

相关校园足球活动的学生时间安排，尽可能减少专业课程与足球

学习的时间冲突，制定合理的课程安排计划，为高校生的足球学

习提供时间上的保障。同时高校还要适当地推进足球理论课程的

安排，促使学生的实践训练以及理论学习共同发展，以此来提升

学生的足球专业素养，进而达到提升足球运动学习的有效性的目

的。此外，足球教练在进行足球训练计划的制定时，要充分考虑

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不同训练需求来进行训练计

划的安排，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足球技能，以此来提升足球训

练计划的科学性以及可行性，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发展和提升他

们的足球专业技能。

2.4营造校园足球运动的良好氛围

良好的氛围能够调动学生参与相关活动的积极性，为相关活

动的高效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氛围对于

学生的足球学习以及推进校园足球文化建设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

用。所以高校要注重校园足球氛围的营造，在日常工作中要推进

足球文化的渗透，有意识地去营造一个良好的足球运动氛围，并

且通过不定时地组织一些校内的足球比赛，以及与足球相关的专

题知识讲座等等来进行足球文化的传播，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入

地认识和了解足球，激发他们对于校园足球的兴趣，以此来提升

学生的校园足球的参与程度，继而达到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足球

氛围，推进校园足球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　结语

总的来说，高校校园足球活动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多方面的共

同努力，所以为了帮助高校的校园足球能够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

的发展，相关的教育工作者应当不断提升的自身的专业素养，

提升教练队伍的专业素养水平，再通过构建合理的校园足球体

制、完善校园足球的课程安排和训练计划以及营造良好的校园足

球活动氛围等来进行未来发展模式的构建，以此来高校地校园足

球运动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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