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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体育教师在校园足球中的角色与定位
洪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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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行校园足球政策，是让中国足球崛起一条重要途径。本文从一名小学体育教师的视角出发，分析小学体育教师在校园足球

政策下的角色与定位以及如何开展校园足球运动，对校园足球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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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开展校园足球的小学体育教师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法、访谈法和文献资料法。以“小学体育”和“校

园足球”为关键词，通过对知网等平台资料的搜集、整编，为本

文的撰写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实地调查开展校园足球的小学教师

和对相关教师和职能部门进行访谈为本文提供实际支撑。

二、结果与分析

（一）目前校园足球在小学里开展的现状

1. 小学体育教师定位不明朗，足球技能差，知识储备不足。

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储备，同时由于自身条件受限足球

技能差，进而在理论和实践教学推广校园足球过程中无从下手。

2. 小学生群体对足球的兴趣不大。兴趣是第一老师。小学生

对足球的兴趣不高，甚至是对体育项目都有所排斥。

3. 小学生家长对足球不理解、不支持。家长认为孩子只要搞

好文化学习即可，体育运动可有可无，从本质上不重视孩子的身

体素质发展，更不用谈参与被大家所“唾弃”的足球。

4. 学校领导层对足球不重视。由于受到家长影响以及出于对

校园安全等因素的考量，对于校园足球的开展也不是很重视。出

现足球场地紧缺、专业教师和裁判溃泛、适配资源不足等问题。

（二）解决措施

1. 明确小学教师在校园足球里的角色和定位。校园足球运动

的推行，离不开体育教师。要想改善目前校园足球在小学校园推

行不足的现状，明确小学体育教师的角色和定位很重要。只要明

确了体育教师的角色与定位，才能对校园足球开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指导作用。

（1）角色。身为小学体育教师，应当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

积极、乐观地处理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每个阻难。坚定不移地将

校园足球政策在小学校园落实、贯彻。体育教师在开展校园足球

过程中就是起到传播者的角色。

（2）定位。小学体育教师，不仅是校园足球政策推行的最终

执行者，也是校园足球政策推行的中坚力量，还是搭建小学生、

家长、学校领导层与足球的重要桥梁。只有把这座基础之“桥”

搭建好了，才能去掉开展校园足球的“后顾之忧”。

2. 多渠道利用，培养、激发小学生对足球的兴趣。小学体育

教师，是每一个小学生在足球领域的启蒙老师。身为一名合格的

小学体育教师，要做的不仅是将足球技能、技巧传授给小学生，

还要利用不同的渠道，培养、激发他们对足球的兴趣。

（1）传统渠道推广。充分利用学校宣传栏、黑板报、广播等

传统的宣传渠道，让小学生切实参与，逐步培养其对足球的兴趣。

（2）成立足球兴趣小组，定期举办足球知识有奖竞赛。足球

不仅是一门运动，还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成立足球兴趣小组，定

期举办有关足球历史、足球明星、足球热点、足球技巧的知识有

奖竞赛，可以很好地培养、激发小学生对足球的兴趣。

（3）新媒体渠道推广。足球的教学，离不开新兴的互联网媒

体。培养、激发小学生对足球的兴趣，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微博、

抖音、今日头条、视频播放软件等新媒体平台，向小学生传播足

球相关的热点、技战术、趣味知识、足球明星、未来走向等，提

高整体的教学质量。

（4）因材施教，充分利用小学生已有的兴趣。现代的社会，

离不开游戏，而众多小学生都是一名忠实的游戏爱好者。在向

小学生推广足球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利用 FIFA 2019、中超风

云 2018、卡牌、范特西等足球相关的游戏平台，传播足球规则、

技巧、巨星资料等知识。从而达到培养、激发小学生对足球的

兴趣。

（5）定期组织游戏比赛，培养赛事精神。足球发展离不开比

赛，运动员技巧的提升也需要大量的比赛作为支撑，而足球部赛

的举办也是培养、激发小学生对足球的兴趣的重要手段。小学体

育教师应当充分发挥自己在校园足球政策推行里的角色，充分利

用各方资源，为小学生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足球比赛，培养

足球运动员的赛事精神。

3. 加强与家长沟通，普及足球知识。校园足球政策的推行在

小学里举步维艰，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身为小学生的家长不支持、

不理解。作为家长、小学生和足球的中间人，小学体育教师应当

积极跟家长沟通，普及足球常识，简述足球运动的前景、未来，

解释误区，改变家长对足球运动的错误认知。

三、结语

小学体育教师在校园足球中的角色和定位，不仅只是一个单

纯的传教者，还是整个政策推行的最终执行者，更是校园足球发

展的中坚力量。为小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足球环境，深化足球文

化在校园里的建设，将足球打造成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这样才能

让校园足球真正深入小学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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