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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足球理念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启示 
桑裕 

（哈尔滨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摘要：对日本足球理念进行研究，采取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提出了日本足球发展道路上有益经验，体现在其

科学的足球理念指导足球运动的发展，足球青训体系与校园足球教育的结合，较为完备的足球竞赛体系以及大量优秀足球教练员和

裁判员的培养体系。在当今体育强国战略背景的影响下，我们更应该借鉴日本足球理念的成功经验，探索属于中国自身的良性足球

发展道路，通过建立系统的足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养体系，建立完善各级足球竞赛体系，做好青少年人才培养长期规划，促进推动

中国足球的良好可持续性发展，才能逐步达到体育强国战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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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足球协会分别在 1993 年推出日本职业联赛

即日本 J 联赛和 1989 年推出中国足球甲级 A 组联赛后在 2004 年更

名为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联赛。将近 30 年时间，两国

在足球这项运动的竞技水平上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超联赛金元

足球式运营方式从国外引来了一批又一批超高职业水平的球员，但

这样的做法让中国足球的水平不升反降。反观日本足球自 20 世纪

90 年代出台《百年足球计划》之后，以“蓝武士”形象示众的日本

足球很快便踏上了“征服世界”的崛起之路---连续 6 届世界杯晋

级决赛圈，其中 3 次晋级十六强。日本于 1993 年成立的 J 联赛持续

在亚洲俱乐部赛事中获得很好的成绩，一共在 13 次比赛中夺得冠

军［1］。当前日本足球已实现全方位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如火

如荼，2022 年 1 月 10 日第 100 届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刚刚落下帷

幕，高中联赛的精彩程度更是获得了社会与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

足球得以如此跨世纪的发展得益于扎根校园足球健康有序的发展，

校园足球的发展为日本职业联赛输送了大量竞技成绩优异的球员，

其数量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状，支撑着日本职业联赛以及国家队各

级各年龄段联赛体系。本文通过剖析日本足球理念对日本足球发展

道路的影响，为中国足球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借鉴与启示。 

1.中国坚持发展足球的原因 
让我们把目光聚集在体育本身，踢足球的目的仅仅是是为了赢

得世界杯冠军嘛？竞技比赛是体育运动项目展示的角斗场，伟大的

领袖毛泽东曾在《体育之研究》中对体育解释为文明其精神，野蛮

其体魄。所以竞技比赛是属于体育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们应

让体育回归到体育本身，让足球运动给社会大众带来更多积极向上

的影响。 

1.1 足球发展对于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影响 

青少年学习足球，是一个从软弱到勇敢的过程，是一个从懒散

到坚持的过程，是一个从随性到有规则意识的过程，是一个从自我

到懂得尊重、懂得团队合作的过程，是一个自身“蜕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可以使得青少年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健，更多

的是塑造了很多优秀的素质。青少年仅仅学习好不能称为完美的人

生，现阶段我们不缺乏学科的培养，缺的是人格健全，会有坚持不

懈的体育精神。而足球运动不仅仅教会青少年如何在规则的情况下

赢，还让青年学会如何去接受失败，这种独特的挫折教育正是当今

社会教育体系中所缺少的，也是体育精神独特的魅力之一。足球运

动能够帮助孩子在竞争中、在落后时沉着应对，足球教育给青少年

带来的是勇敢、坚持、尊重、团结、沟通... 

1.2 足球发展对于国民生活上的影响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以及在促进政治经济健康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建设作

用。在经济方面，足球市场的商业运作可以促进国民消费，增加税

收，扩大就业，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对现阶段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

的拉动作用。在文化方面，足球运动不仅仅是一种健身娱乐方式和

体育規赏项目，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足球运动是展现团队凝聚

力的项目之一.它既追求团队的协同，又追求个性的张扬。通过竞技

增强人类社会生活所必要的同心协力态度，加深彼此之间的友情，

对于人类群体行为的培养具有深刻意义。 

2.日本足球理念的成功启示 
纵观日本足球的崛起史堪称励志，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日本拥

有比较完善的足球青训体系。日本比较注重足球基本功的教育，对

足球中停球、传球、观察、时机的判断、和队友之间的配合、无球

时候的跑动等具体技战术的小细节特别重视，坚持在运动员的成长

过程中抓住教学的关键期，待球员们的基本功扎实之后再陆续灌输

对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团队之间技战术配合的大框架知识。日本足球

十分支持球员外出留洋，在足球发达的国家踢球不仅可以提高自己

踢球的水平，还可以提高自身对于足球配合技战术的认识，这样对

于国家足球层面的水平提升也是有所帮助。校园足球、J 联赛俱乐

部，这两大日本全国性的青训机制的逐步确立，以及建立的国家训

练中心制度为日本足协发掘人才、培养人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 

2.1 完善的教练员培养体系 

日本足球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教练员培养体系，其中日本校园

足球体系中就拥有充足的高水平教练员。1994 年日本足协提出“培

养 9000 名Ｃ级资格教练计划”的 5 年规划，前期把培养目标锁定

在 47 个府县的训练中心的足球指导员、高中校园内的足球部活指

导员［3］。近些年来，日本大约有超过 2 万名的足球教练员通过去足

球发达国家留学或者进修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足球执教能力，与此

同时还将足球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一些相关的训练方法和手段

带回日本进行传播交流学习。如此注重青少年运动员的足球教育培

养了大量竞技成绩优异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和足球特长生，为日本

足球的崛起之路打下了基础宽厚的金字塔底。 

2.2 相对健全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 

日本校园足球联赛覆盖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各个年龄

段，不同年龄段级别的比赛使得不同年龄段的青年都有机会参与比

赛，赛会制比赛的短期集中的特点在青少年在参加比赛的同时又保

障了日常的学业学习。日本从小学便开始设置有必修的足球课，这

方便选拔成绩优异的足球青少年运动员组成校队参与各个级别的

足球比赛，使得各级别足球比赛的参赛队伍，参赛人数得到了保证，

每个校园的足球队都有专业的足球教练进行必要的足球指导，发展

一定的足球基础。 

2.3 日本足球发展与学校体育教育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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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校园足球的开始时间是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兴

国的大背景下，已经拥有百年的历史。日本校园足球把体育中的育

人作用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在培养学生运动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坚

毅品格、集体协作的人格教育，掌握一定做人和踢球的基本礼仪。

日本正确对待足球发展的态度加强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文化素

养和纪律性，这样才会使得日本足球得以如此良性循环地发展。 

2.4 文化促进日本足球的发展 

20 世纪 80－90 年 代，日本足球评论员同时也是漫画家的高桥

阳一，创作了动漫作品《足球小将》［4］。《足球小将》是日本一部以

足球为题材的动画片，它的影响力不仅带动着日本足球的发展，还

使许多人因其而喜欢上足球。深深地影响 80、90 后的大部分人。

故事叙述了大空翼、日向小次郎、若林源三等人从小到大的足球生

涯，他们如何冲出日本，迈向世界的经过。足球文化的传播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少年，激发了部分青少年追梦的激情热潮，足

球小将的精神极大提高了他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 

3.中国足球崛起现实路径的探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100 年之前，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足

球水平还不相上下，而现如今中日足球水平差距如此之大的主要原

因难道不是日本注重足球运动的科学性，重视发展青训和校园体育

教育嘛？国内目前存在校园足球竞赛体系不完善、比赛偏少及竞赛

水平不高等问题［5］。建立规范的竞赛体系是开展好校园足球的关键
［6］。日本足球发展的现状已经向我们指明了足球运动发展的正确道

路，相信我们从现在开始踏实地走校园青训的道路，未来中国足球

的崛起固是指日可待！ 

3.1 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场地使用率 

发展足球运动项目的三大要素除了教授者和学习者之外还有

运动所必须的场地。而现如今我们国家面临的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便

是足球场地的问题，从基础设施保障看，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

始，日本为扩大足球人口基数而开始大力投入足球场地的建设，为

了足球场地的标准化，每一块足球场上都铺设了质量较好的草坪，

截止到现阶段，日本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的 2000 所小学和幼儿园的

运动场上均铺设高质量的草坪［7］。11 人制、8 人制、5 人制足球场

地的比例严重失衡，不同场地的足球战术配合不同，比例失衡的现

象严重影响了孩子们对于足球技战术的学习和发挥，很大程度上的

打击了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 

面对如此困境，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思考解决的办法并落实决议

的实施。首先国家应加大对足球项目的基础建设的投资，使每一个

热爱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们都有场地可踢，愈发浓厚的足球氛围也可

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其次，促进学校操场面对

社会大众的开放。现有学校的操场除了上学时间的体育教学之外空

闲率很高，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促进学校的足球场地面向

社会大众开放，具体的开放时间可以和学校协商安排，这样在某一

程度上相对解决了足球场地稀缺的问题。再次，让足球场地在晚上

时间亮起来！现在大部分的足球场地周围都很少配有照明灯，或者

没有或是不开，而大多数人的空闲时间多是在晚上，这就产生了新

的矛盾，即使场地空闲无人使用也会因为没有照明而放弃踢球，所

以我们要完善球场周围配套设施的建设，促进足球运动的发展。 

3.2 加强足球教育队伍建设，及时更新足球培养理念 

好的引路人可以在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足球教育亦是如此。目前我国现有的足球教练数量少不能满足我们

学校的足球教育和基本足球青训的需求，不同足球教练员的执教水

平参差不齐，甚至于有些教练理念落后偏执，而执教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面影响着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日后的风格养成，所

以这也是我们现有足球发展为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原因之一。我

们应该提高足球相关从业者的待遇水平，加强足球教练员队伍的建

设，定期组织教练员参加集训和技术研讨会，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立

一套合理的教练员的晋升体系，及时更正以往的错误足球理念，学

习吸收正确的足球理念并将之传授给每一个对足球热爱的孩子。 

3.3 建立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 

当前我国国内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存在着不完善、赛事次数

少、竞技水平较低和判罚不公平公正等问题。建立完善的足球竞赛

体系是发展校园足球推动中国足球运动发展的关键，当前各种业余

性的足球比赛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是高水平的青少年足球赛事还

相对较少，参赛队伍数量少，赛事组织和赛程等多方面存在不足，

而高质量的比赛才是提高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的重要途径。所以我

们要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的青少年足球竞赛赛程，对赛事的参与人

员进行相关专业性的培训，提高竞赛赛事的质量。裁判员判罚比赛

的标准要统一，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才是高质量足球竞赛良性循环

的基础。 

4.结语 
日本校园足球期间同样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足球运动员和足

球相关从业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其科学化的

青训模式，不仅为校园足球联赛参加的足球运动员数量提供充足的

保障，还为日本的足球职业联赛和国家队输送了大量高水平足球人

才。我们要努力打造出一个良性有序的足球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

能推动中国足球发展不断前进。希望我们的足球的复兴之路上可以

少一些政策要求、少一些竞赛目标、少一些舆论调侃，多一些市场

调节、多一些市场规范、多一些市场主体。愿我们中国足球的未来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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