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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领导小组”成立，
随着《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的颁布，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便在我国全面展开了。自校园足球发展至今，
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方针政策促进校园足球发展，并取得显
著成效。在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同时，更需要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审视，以便为校园足球的长远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1　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普遍制约因素
1.1认知存在偏差
当前，大部分地区对于开展校园足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导致发展校园足球工作缺乏主观能动性，没有长远发展的相关规
划。在长久以来的传统认知中，体育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由于升学率的压力，不得不向文化课程让位。中国教育一贯奉
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决定了体育在中小学校园的实
际地位，而校园足球最终面临的结果也只能是为升学率让路。

1.2基础资源保障不足
目前我国校园足球基础保障主要涉及资金投入、师资力量、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其中资金投入不足被认为是发展校园足球的
首要制约因素。当前校园足球主要依靠国家体育总局及教育部门的
专项经费支持，但也只能使其维持在相对稳定的阶段。此外，校园
足球师资力量普遍存在不足，缺乏专业教师和足球教练员，此外还
涉及到训练器材配备不足的问题，目前公共场地开放不足、社区场
地缺乏等也直接制约了我国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

1.3体制政策及评估体系不健全
研究显示，部分地方政府引导力度明显不足，缺乏支持校

园足球发展的“刚”性政策，且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支持校
园足球，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落实校园足球专项督导和定期专项督
导工作，各地方教育督导部门也尚未出台具体的督导评价办法，
导致各地发展水平不一。此外，涉及到校园足球的领导体制实体
化、大部委协调机制、教育部内部职能机构整合、国家与地方纵
向管理机制的协调、校园足球一条龙体系等方面也需要不断完善。

1.4训练竞赛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校园足球四级竞赛虽初具规模，但仍旧缺乏统一的联

赛管理制度和赛制要求，受不同地区的影响，同级联赛不同地区
赛制统一难度较大。校园足球竞训体系不够完善，高中阶段的组
织和开展力度不足；在四级联赛体系间缺乏有效衔接，各阶段缺
少联系和沟通；校园足球教练员、裁判员注册体系尚未完善，缺
位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园足球联赛开展的
质量和水平。

1.5人才输送通道不畅
研究者表明，人才上升受阻主要体现在踢球出路的困境方面，

顶层设计没有完善校园足球人才的升学机制，并且学校和体校的
培养机制存在差异，俱乐部、体校、学校间的壁垒无法突破。专
项调研表明，尽管近几年招收足球特长生的高校呈大幅增长趋势，
具备高水平足球队的高校数量也直线上升，但相对于全国高校数
量来说依旧占比甚微，未来校园足球特长生的升学需求将有增无
减，拓宽升学渠道迫在眉睫。

1.6教体联动不足
教体结合的校园足球改革发展道路改变了校园足球的发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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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暴露出了长久以来足球发展中教体联动不足的关键问题，
无论是重体轻文还是重文轻体显然都是不可取的。校园足球的管理
体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职责细化、多部门联动、具体各阶段组织
管理和运作依旧缺乏相应的划分和实施细则，教育部和体育总局如
何建立具体的联动机制，共同促进校园足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2　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局部制约因素
2.1区域发展不平衡
根据研究发现，局部区域校园足球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分别表现在发展条件、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平衡三个
方面。省市级组织机构、基础保障条件、开展足球活动情况、
参与培训竞赛次数等显著优于区县地区；局部地区仍旧以扩大足
球人口和规模作为发展重点，而开展好的地区则更加注重校园足
球开展的质量和氛围以及足球人才的培养情况。

2.2宣传力度不够
研究者表明，部分地区对于校园足球的文化宣传力度十分有

限，仅仅做了一些常规性的工作，如举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
（冬）令营等，而其中资源受限成为校园足球文化宣传工作的最大
掣肘，人力、网络资源的不足极大影响了校园足球的文化宣传工作。

3　结论
经过研究分析发现，2009-2019年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

制约因素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普遍制约因素，如认知存在
偏差、基础资源保障不足、体制政策及评估体系不健全、训练
竞赛体系不完善、人才输送通道不畅、教体联动不足等，二是
局部制约因素，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宣传力度不够等。由此可见
发展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关键在于解决普遍制约因素的问题，
其次是解决局部制约因素的问题，从而最大程度促进校园足球长
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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