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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师资培养体系研究 
罗宇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摘要：校园足球人才的知识结构为：胜任足球课堂教学、熟悉课余足球训练和足球竞赛组织、具备基本的足球教学改革能力、
广博的足球文化知识。通过研究发现采用“2+（0.5+0.5）+1”培养模式：即两年基本知识与技能学习，第三年实践和基本知识学习
相结合，第四年实习的培养模式，可以明显提高学生能力，优化知识结构，符合校园足球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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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campus football teachers 
Luo yu 

(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Abstract: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campus football talents is: competent football classroom teaching, familiar 

with the after-school football training and football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have the basic football teaching reform 
ability, extensive knowledge of football culture.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ining mode of "2+ (0.5+0.5) 
+1" : two years of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learning, the third year of practice and basic knowledge learning combined, 
the fourth year of practi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optimiz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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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校园足球人才的基本需求 
教育部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

教体艺〔2015〕6 号要求：到 2020 年，基本建成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青少年广泛参与、运动水平持续提升、体制机制充满活力、基础条
件保障有力、文化氛围蓬勃向上的中国特色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体
系。主要任务为：提高校园足球普及水平；深化足球教学改革；加
强足球课外锻炼训练；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畅通优秀足球苗子
的成长通道。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
行动计划》的通知教体艺〔2020〕5 号要求：1.精心布局、夯实校园
足球推广体系。2.全面发力、健全校园足球教学体系。3.示范引领、
打造校园足球样板体系。4.严格管理、做强校园足球竞赛体系。5.
统筹协调、形成校园足球融合体系。6.激励创新、构建校园足球荣
誉体系。7.攻坚克难、搭建校园足球科研体系。8.强化导向、完善校
园足球舆论宣传引导体系。 

根据教育部的上述两个文件总结，校园足球工作者的主要职能
是：普及和推广足球运动，组织课外足球训练和足球竞赛，发现和
培养优秀的足球苗子，加强足球教学改革研究，引导足球文化建设。 

综上所述，校园足球人才的知识结构为：胜任足球课堂教学、
熟悉课余足球训练和足球竞赛组织、具备基本的足球教学改革能力、
广博的足球文化知识。 

1.2 研究范围的鉴定：本研究对体育院校的通用课程知识和教学
模式不做研究，只研究足球专项范围内的培养模式。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校园足球师资培养体系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找校园足球师资的资料，查阅相关网站、期刊网、足球

杂志等了解校园足球开展现状情况，并通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
库，文献检索在时间截止至 2022 年 3 月 10 日出刊的文章。以“校
园足球师资”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相关论文 93 篇，作者认真研
读并借鉴我国其他省份校园足球开展的经验，为本文的研宄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依据。 

2.2.2 专家访谈法 
通过访问蔡向阳、李玉忠、谷怡林、王新胜、武朋、王豫东 6

位校园足球专家、一线足球教师和外聘教练员，听取他们对于校园
足球和校园足球师资培养的看法，征求他们对于校园足球人才培养
的意见，为本文所阐述的观点的合理性得到支撑。 

3.结果与分析 
3.1 原有“3+0.5”培养体系，即在校学校三年，实习半年的培

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3. 1.1 专修课程目标定位模糊，没有体现出侧重点。 
课程目标没有体现出足球专修课程在课程目标上的侧重点，只

是有些笼而统之的提出“培养学生的足球教学、训练、裁判、科研
能力” 没有清晰体现出应有的侧重点，还停留在把足球专项学生的
足球技能磨炼得更为精湛的层面。 

3. 1.2 课程内容方面存在问题。 
课程内容倾向于“传授足球技战术、了解足球运动的基本规律，

掌握球类运动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足球文化部分基本
缺失。足球专修课程内容是按照“理论、技术、战术、能力”这四
个领域来设置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说是一个合格的足球教
师，而非一个合格的校园足球工作者。 

3.1. 3 课程教学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原有的培养体系的教学模式还停留在老的三段式教学模式。这

样的教学模式只能用于简单的课题传授足球技能。现在的校园足球
要求课内外一体，以足球运动为媒介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足球教
学已经扩展到课题内外，竞赛、训练、足球文化建设等方面。 

3.2“2+（0.5+0.5）+1”培养模式 
新的“2+（0.5+0.5）+1”培养体系，即两年基本知识与技能学

习，第三年实践和基本知识学习相结合，第四年实习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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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培养体系结构图 
3.2.1 两年足球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表 1、足球专修技能统计表 
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 

足球技术、战术和意识 
足球裁判能力 

足球训练、竞赛组织知识 
足球文化知识 

足球教学规律与改革 

课堂学习和业余训练相结合 
理论--实践--裁判等级晋升 

自己参与--协助—主持 
理论学习—考试 

创新练习方法—创新教学方法 
校园足球人才所需要的足球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范畴：足球技术、

战术、和意识，足球裁判能力，足球训练、竞赛组织知识，足球文
化知识，足球教学规律与改革。 

足球技术包括：控球、传球、射门和守门员技术。学习的模式
是通过老师的讲解示范形成完整的准确动作表象，不断的重复练习
形成肌肉记忆，掌握正确的技术动作。采用课堂教学和课余训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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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模式实现。 
足球战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对手有组织有预谋的采取

的个人和集体行为。足球战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通过课堂学习
掌握 基本的足球战术，在竞赛中应用足球战术。足球战术的基本
原则是局部靠个人，整体靠集体，个人服从集体。 

足球意识应泛指运动员、教练员对足球比赛过程中所有发生或
可能发生的事件，包括主观、客观、偶然因素、隐形因素和各类突
发事件在内，对比赛中所占地位、比赛进程、比赛结果影响程度的
客观规律的认知活动。通过概念可知，足球意识的培养是建立在对
足球运动有较深的认识的基础上。只有在有一定的足球竞赛能力和
足球竞赛指挥能力的基础上才能谈足球意识的培养。 

战术和意识的培养必须通过自身在竞赛中去体会才能掌握。在
教学和课后训练中要安排一定时间的战术意识训练内容，模拟实战
场景。通过学生练习和竞赛过程中的录像分析，了解竞赛和练习过
程中的正确和错误原因，培养战术素养，提高战术意识。 

足球裁判能力要求：熟练掌握足球规则、准确的动作识别、标
准的判罚表达。裁判能力培养模式是：理论实践不断重复——裁判
等级晋升——理论实践不断重复。通俗的说就是学习裁判理论知识
再临场实践不断重复，能力提升后晋升裁判等级，再在高层次的比
赛中学习理解裁判理论知识再实践。 

培养方式：规则识记和理解——学习裁判法——临场执法——
培训和提高 

足球规则的学习先必须识记再到理解的过程。规则的识记不能
有任何的错误，必须百分百的正确，并且要达到顺手捻来的程度。
理解是建立再识记的基础上的，提高自身理解，教练讲解，观摩高
水平裁判执法来理解足球规则。 

裁判法就是裁判的方法，裁判法的学习非常重要，对规则的理
解，对动作的识别都要通过裁判法来实现。裁判法的学习是简单的
机械的，但是裁判法的应用是灵活的。足球裁判的作用保障两个运
动队再规则范围内公平有序的进行，所以裁判不是比赛的主角，所
以裁判法的应用都是围绕比赛公平有序进行这个前提，因而裁判法
的应用是灵活的。 

足球训练和足球竞赛组织：前面两年的学习阶段主要以参与者
的身份而非组织者的身份。让学生参与课余训练、参与足球竞赛。
足球技术的提高需要不断重复练习的过程，课堂学习远远不够，课
余训练必不可少，足球专项学习需要课余训练做补充。学生参与了
课余训练对课余训练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训练和竞赛是技术提高
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利用学校的资源，在课余时间多组织各种类
型的比赛，学生参与竞赛。教师指导学生组织比赛，提高竞赛组织
能力。 

课余训练是实现专项技能掌握的必要途径。课余训练的时间安
排一般安排再早操时间，以专修班为单位进行。教师是组织课余训
练的主体，高年级的同学和优秀的同年级同学是教师的助手，所有
同学参与其中。训练的内容包括足球基本技术、战术、裁判法等内
容。 

前面两年要多参与学校的足球竞赛和参与组织学校的足球竞
赛。以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身份参与学校的竞赛，以裁判员和工作人
员的身份参与学校组织的课堂竞赛，组织部分以协助为主。 

足球教学改革的培养：足球教学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教学经验积
累，对足球教学过程有较深的认识，且有教学科研的基本能力才能
进行教学改革。在校学习期间主要从教学组织创新和课堂设计创新
等方面启发培养学生对足球教学改革的兴趣。 

足球文化的培养：国家发展校园足球的目的是，通过足球的手
段全面育人。体育是 好的教育，足球运动是体育项目中的璀璨明
珠。足球运动能够培养团队意识、个人责任与担当、协作与分享、
决策与创新，是让人社会化的有效手段。足球文化的培养需要先了
解足球运动的内涵，掌握足球发展的历史，发现足球运动的积极因
素。 

3.2.2 第三年实践和基本知识学习相结合 
第三年就是课堂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年学习，即在校学

习和实践教学基地相结合的学习模式。在校课堂学习主要内容为教
学组织、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技能发展的规律、课余训练的基本要求、
足球竞赛组织等内容。实践内容为足球课后服务课教学、担任业余
训练队助教、协助老师组织课余竞赛和裁判工作。 

国家实行“双减”政策后，课后服务开展了大量的足球课，由
于课后服务时间集中，足球教师需求量大，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课

堂实践机会。课后服务要求不高，主要是兴趣培养。在学校安排导
师临场指导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基本能够胜任。可以采用多个教师
担任一个班的教学，集体练习时一个人教学，其他人维护课堂纪律，
分组练习时每人带一个小组，减少组织难度。在能够保障正常教学
的情况下再逐步减少教师人数。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一直要有导
师指导。 

在城区学校中足球特色学校的比重比较大。足球特色学校都要
求进行课余足球训练。足球课余训练一般都是安排有经验的老师担
任。通过学校有组织的安排到各课余训练队担任助教是切实可行。
担任助教的工作先从见习开始，再过度到协助工作，再到独立担任
部分工作。 

学校在足球专修班的课程安排时下午除足球课外尽量不安排其
它课程，方便进行课外实践。校内足球竞赛活动组织，裁判实践都
安排在下午进行。 

建设再学习反馈机制：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学生自己要发现问题，
指导老师要引出问题，指出错误，学生带着问题再回校学习，解决
问题，加强学习效率。 

3.2.3 第四年教育实习 
表 2、足球专修实习情况统计表 

内容 实习方式 
足球课堂教学 

课余训练 
组织班级比赛和校际比赛 

进行校园足球文化建设 

先观摩再独立进行 
老师指导下独立进行
老师指导下独立进行

讲座、文化宣传等方式
第四年教育实习和第三年的实践的区别是，第三年是参与相关

校园足球活动，角色是助手。第四年是独立完成校园足球有关活动，
角色是主持。 

教育实习主要内容：足球课堂教学、课余训练、组织班级比赛
和校际比赛、进行校园足球文化建设。 

高校派出带队指导老师，实习点安排一对一指导老师。带队老
师和指导老师联合指导学生。建立及时反馈机制，备课、课前准备、
训练计划、竞赛组织计划都要带队老师和指导老师审核签字才能执
行，并且及时动态管理。 

3.2.4  “2+（0.5+0.5）+1”培养模式优点与难点 
3.4.1 优点 
“2+（0.5+0.5）+1” 培养模式优点是：注重实践，注重技能培

养。通过对实验学校连续三届足球专项毕业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新模式培养的学生在教师资格证考试、教练证考试、考编试讲
环节能力明显提升。 

3.4.2 难点 
“2+（0.5+0.5）+1” 培养模式的难点是：反馈机制的建立，特

别是第三年反馈机制的建立。第四年是实习期，有专门的实习教师
指导，反馈机制相对容易建立。第三年是在校实践教学期，主要通
过学生自主反馈、专修教师指导、实践基地老师指导三者结果形成
反馈机制。 

4.结论 
4.1 校园足球人才需要：胜任足球课堂教学、熟悉课余足球训练

和足球竞赛组织、具备基本的足球教学改革能力、广博的足球文化
知识。 

4.2 “2+（0.5+0.5）+1”培养模式：即两年基本知识与技能学
习，第三年实践和基本知识学习相结合，第四年实习的培养模式。
能够明显提高校园足球人才培养的水平，符合校园足球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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