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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校园足球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兆琴 

（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垤玛乡中心完小  云南红河  654400 ） 

摘要：小学校园足球教学工作开展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足球教学效果不佳，无法达到足球教学预期效果与目的。
为提升小学校园足球教学整体水平，应当根据小学校园足球教学出现的问题，采取针对性解决措施，为我国足球事业培养储备人才。
本文就小学校园足球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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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推动我国足球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当突出小学校园足球教学

工作，契合小学生身心成长规律，不断增强小学生足球训练兴趣与
热情，培养学生足球训练习惯与意识，使得小学生通过足球学习获
得愉悦感与幸福感。通过调动学生足球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可有效
提升小学生足球综合学习实力。 

一、小学校园足球实施存在的问题剖析 
（一）一刀切的足球实施方案 
小学足球教学阶段，由于教师死板地执行足球育人计划，没有

契合小学生实际身心成长规律，采取一刀切的足球实施方案，给学
生的足球学习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小学阶段开展校园足
球教学时，由于小学生体质的差异性，学生进行足球训练时，应当
围绕学生的体质特点，指导学生进行对应足球位置的训练，如后卫、
前锋、中场球员等。与此同时，在实际教学时，教师应当突出对小
学生足球学习兴趣的激发培养，促使小学生在兴趣的驱动下，主动
开展足球训练。但在教师一刀切的教学指导方案下，导致小学生足
球综合学习效果不佳[1]。 

（二）足球资源配置不得当 
小学阶段总计分为六个学段，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一个学段

学生的综合运动能力都会出现很大差异。在实际足球训练教学时，
应当对足球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才可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的足球
学习需求。由于教师的足球教学方案不够完善，使得足球资源没有
得到合理配置，造成足球教育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到小学校园足
球教学工作的整体开展水平。 

（三）教学评价与训练脱节 
笔者认为，小学足球训练教学时，教师的足球教学评价，应当

与学生的足球训练进行有效衔接。在教师的教学评价鼓励指导下，
激发出学生的足球潜力，促使小学生不断夯实足球基本功，提高小
学生足球综合学习实力。在具体教学工作开展阶段，由于足球教学
评价与学生的足球训练存在一定脱节，使得两者衔接的教育效果没
有得到很好发挥，影响到小学生足球训练水平的提升。 

二、小学校园足球实施中问题的解决对策探究 
（一）分层分项教学，深度广度有机融合 
为契合每一位学生的足球学习最近发展区，挖掘出小学生的足

球学习潜力，校园可设定分层分项的足球小学，使得足球教学的深
度与广度有效融合，满足每一位小学生的足球学习诉求。如教师指
导学生进行球性的练习，使得学生对足球产生一定的兴趣与了解，
可完成基本的足球训练动作。为避免足球教学枯燥无味，教师围绕
小学生学习诉求，为学生建构趣味性足球训练游戏活动，保证每一
位小学生都可主动参与其中，有效提升小学生足球学习实力。 

（二）合理布局资源，效度力度相得益彰 
为使得小学校园足球教育资源得到合理规划布局，提高足球教

学的整体效果，校园应当对校园足球练习区域进行合理划分，避免
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进行混合训练，影响到足球训练教学的安
全性。在同一学段学生的足球训练场地内，可有效保证小学生足球
训练的质量与效果。 

在足球教育资源分类时，应当契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成长规
律，采取针对性的足球训练引导。如低年级小学生进行足球教学时，

主要是启蒙小学生的足球兴趣与积极性；在中年级小学生足球训练
指导时，可将足球技术合理渗透到足球游戏当中，在寓教于乐的环
境下培养小学生基本的足球练习技巧；在高年级小学生足球教学
时，教师可指导学生开展一些较难的足球训练技巧，如射门、传球、
变相、停球、过人等足球技术动作，使得小学生的足球实力得到循
序渐进提升。 

笔者认为，为达到预期足球教学效果，应当细化足球训练规则，
不可让学生稀里糊涂地玩一节课，并没有学习到任何足球技能。为
此，教师必须明确每节课的足球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要求，
指导小学生进行专项的足球训练，不断提升小学生足球综合学习实
力[2]。 

（三）落实以评促练,育人育能整体推进 
为实现以评促练的预期教学效果，推动小学生综合足球学习能

力的提升，教师可为小学生组织多样化的足球竞赛活动，有效激发
出学生的足球训练积极性，促使小学生主动参与到竞赛活动当中，
不断增强小学生的综合体质与足球练习自信心。如教师指导学生开
展校园单项吉尼斯趣味竞赛，引导学生比赛耐力、跳远、调高、跳
绳、长跑等多个运动项目，锻炼小学生的综合运动实力，为后续足
球训练铺垫基石。 

为保证学生具备持久的足球训练热情，教师可开展鼓励式评
价，指导学生勇于展示自己的足球训练成果。为此，在实际足球课
堂教学时，教师可为学生创设自我展示的舞台，使得学生进行足球
技能、合作性足球、足球团体操等方式，展示出学生的足球实力。
为培养小学生形成良好的足球规则意识，校园可定期组织 5v5 的足
球联赛，促使学生在实战中感知足球的魅力，锻炼学生的品质与意
志力，增强小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为使得小学生可以坚持不懈地开展足球训练，笔者认为校园足
球教学时，应当建构多元评价体系，实施个人、班级、校级的三级
评价体系，给予学生客观准确的评价，促使学生足球训练自信心的
不断增强。通过将足球训练教学，合理融入到大课间活动当中，有
效丰富了大课间活动内容，使得小学生在课间游戏活动中，掌握足
球训练技巧，锻炼小学生的身心素质[3]。 

三、结束语 
综上，文中以小学足球教学为例，主要阐述了当下校园足球教

学实施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旨在说明我国小学
校园足球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今后，小学校园足球教学工
作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当不断优化教学模式，契合小学生的足球学
习诉求，为学生建构多元化的足球学习环境，有效提升小学生足球
综合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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