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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体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陈　沂

（广西交通运输学校，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更是体育大国，但是同样存在体育运动发展良莠不齐的问题，比如足球运动始终是我国体育运动项目

的短板。中等职业教学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构成，在中职体育中发展足球运动，培养中职学生对于足球运动的的兴趣爱好，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人基于对足球运动的认识出发，对如何培养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展开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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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始终是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薄弱之处。足球运动受

场地、队伍建设、管理等方面的掣肘，难以得到普及开展，发展

水平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匹配。因此，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作为一名中职学校体育教育从事者，要通过各种有效途

径培养学生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爱好，提升足球运动教学的实效

性，为我国足球运动视野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一、普及足球运动的益处

（一）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身体灵敏度与柔韧性

中职学生在掌握了科学的足球运动方法后，并坚持合理强度

的足球训练，通过足球运动中的奔跑、跳跃等一系列动作，能够

有效增强腿部肌肉的力量，对于提升肌肉收缩能力的作用也是显

而易见的。另外，足球运动中，中职学生身体灵敏度与柔韧性，

在足球运动这一全身性运动中，通过经常性的躲闪、转身等动作，

能够得以大幅提升。因此，经常性的足球运动能够有效延缓肌肉

的退化。

（二）提高耐力

耐力是每一个优秀运动员必须具备的。良好的耐力，能够使

运动员对抗疲劳，快速恢复体力。耐力又包括有氧耐力与无氧耐

力两种。足球运动作为一项持续时间长、活动强度大的运动，对

于运动员耐力有着更高要求。足球运动所需耐力是没有周期的，

也毫无规则可言，需要有氧耐力与无氧耐力共同供应，特别是短

距离的反复冲刺更需要足够的耐力。所以说，通过合理的足球训练，

能够明显提高中职学生的耐力。

（三）增意应变能力

足球运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与它的不确定性。在足球运动赛场

上，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随时调整战术打法与之配合。因此，

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更要具备灵

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身体的灵活性以及思维的敏捷度更是要

求严苛，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赛场形势。

（四）培养团队意识

足球运动需要亲密、默契的团队合作，是一项集体性的体育

运动。队员间要凝聚力量，通力合作，才有赢得足球比赛的可能，

这也是足球的精神魅力。团结就是力量，强大的团队意识，能够

推动足球运动员不畏强敌，勇敢向前，争得荣誉。因此，通过科

学的、系统化的足球训练，能够促使中职学生真正感受集体荣誉感，

培养团队意识。

（五）增强心理素质

足球运动作为一项竞技类运动，是比赛，就难免会有输赢。

因此，足球运动员必须具备“胜不骄，败不馁”的心理素质。不

仅如此，足球运动作为一项体能运动，比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

有肢体碰撞，甚至造成损伤，足球运动员必须具备相当强大的心

理承受能力，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比赛输赢、处理突发情况。通

过足球训练与赛事，能够使得中职学生的心理素质逐渐发展强大，

才能在充满竞争的现实社会立足。

二、中职体育教学中学生足球兴趣的培养

（一）深入挖掘学生的足球运动潜能

中职体育教师要在教学活动正式开展之前，精心设计足球课

程内容，深入挖掘学生在足球运动方面的天赋与潜能。足球对于

运动员的体能有着较高要求，能够将运动员的力量美感在比赛过

程中淋漓展示出来。因此，在足球训练中，教师要敢于创新、突

破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掣肘，在进行常规足球训练的同时，还要

加以思想引导，让中职学生多了解足球史上的励志故事，激发学

生的自信心，才能让他们以饱满、高涨的状态投入到足球训练中。

（二）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在中职学校的课程计划中，体育课程所占比重通常较小，很

多班级每个星期只安排了一节体育课。而足球运动作为体育课程

的分支，留给它的课程时间更是少的可怜。因此，如何在有限的

时间内完成足球教学计划，实现教学目标，就需要体育教师探索

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合理利用体育课程时间，达到预期的教学

效果。教师的教学计划要细化要每一节课程，明确每一节课的训

练要点，立足于中职学生的实际足球水平，运用科学的训练方法，

才能高效的提升中职学生的足球技战水平。

（三）灵活运用、创新教学方法

体育教师应根据中职学生的实际情况，大胆改革、创新足球

训练方法，突破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桎梏，寓教于乐，让学生快

乐的掌握足球技战术能力。例如，可通过分组训练的方法，提升

中职学生对于足球训练的参与度，使得中职学生的足球技能得到

整体提升。另外，还可以通过校间的足球友谊赛，取长补短，如

此比单一的校内训练，更加容易激发中职学生的参与激情。

三、结语

中职教育中学生对于足球运动兴趣的培养，首先要让学生真

正了解足球运动，了解足球运动的益处，体验足球魅力所在。其次，

要基于中职教学课程安排情况，探究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根据

中职学生足球水平，开展“靶向性”足球训练，从而提升中职学

生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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