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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普通高校女子参与足球训练队的影响因素研究 
◆刘苑清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1400） 

 
摘要：在《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积极引导下，高校足球运动也迎来了

美好的春天；但目前，校园女足运动的发展依然缓慢，高校男女生参与

足球运动以及训练的人数比例相差甚远，组建男子足球队伍与组建女子

足球队伍相比，组建一支女子足球队可以说困难重重，参加足球运动的

女生稀缺，并且女生参与足球训练队也会有多方面的考量；笔者采用了：

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对其研究是为了了解和分析目前影响高校女子参

与足球训练队的原因，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更多的高校女生参与到足

球运动中来，为扩充高校女生足球运动人数和队伍以及可持续发展需要

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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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方案》推动高校女足球运动普及，

营造高校女足健康发展的环境，激励女生长期积极参与足球运动
的学习与训练，增加后备力量发展以及坚持可持续发展之道；激
发更多女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并参与到足球运动的训练中来，本
研究对广东省普通高校女生参与足球训练队的因素展开了详细
调查与分析，指出影响女生参与足球队训练的各方面因素，为进
一步促进高校女足训练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在实践方面，以便
给相关部门及学校提供可行性建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广东省普通高校进入大学生运动会决赛的女子足球

队伍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在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

电子资源库，以“女子足球队”“高校女子足球”等为关键词进
行文献检索，通过广泛的阅读文献了解本研究相关发展现状以及
影响因素，并对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
坚实的理论基础。 

2.2.2 访谈法 
针对本研究所需的内容对广东省普通高校的女子足球队教

练员、运动员进行了详细访谈，希望可以从访谈对象的角度分析
广东省普通高校女子参与足球训练队的影响因素为本文研究提
供参考资料，以便提出可行的建议。 

3、结果与分析 
3.1 国家政策及相关制度不够完善 
2015 年的《中国足球改革方案》内容中指出：在现有的基

础上增加发展足球学校的数量，在 2020 年内全国达到 2 万所足
球特色学校，在 2025 年内增加到 5 万所，其中开展校园女子
足球的学校要占有一定的比例。国家政策具有导向作用，这一颁
布推动了我国高校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但相关制度并未把校园
女足运动发展纳入学校足球计划工作中，体教结合的青少年培养
体系未有没有明确给予高校女足发展过多的扶持力量，也没有为
高校女足量身订造的赛事体系；广东省高校女足除了参加一年一
次的省长杯和四年一次的大学生运动会这两个赛事，就未有其它
高校女足可参加的赛事；在就业上，女足教练员还是会受到一定
的性别歧视待遇，这对促进高校女足后备力量的健康发展会产生
一定的阻碍作用。 

3.2 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普遍存在 
我国古代传承的文化，重男轻女、重文轻武，女性以弱为美，

男则以强为贵，时至今日这种传统观念仍有残留，尽管足球事业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有了前所未有的春天，但不少学生的父母还是
对女生参与足球运动持反对态度，认为女性应以静为美，足球是
一项室外运动，皮肤容易晒黑，影响美观，并且足球运动身体对
抗剧烈，难免造成一些运动伤害。 

除了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也受男女生理结构差异影响，多
数人认为女生在足球场上失去了女性的优势，但又保持着女性的
劣势；当前，我国女足社会认可度还是较低，由于女足比赛对抗
强度、比赛节奏及激烈性与男足比赛有一定差距，缺少了观赏性
及娱乐性，因此女足比赛大多没有直播，免票都没球迷，并且女
足运动员工资薪酬少，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成绩还是名
气都不能与女足相提并论的男足，薪酬待遇及社会福利制度保障
却远高于女足，以上是传统社会观念普遍还存在问题。 

3.3 学校经费保障制度以及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不足 
为促进校园女足运动的发展，场地器材及基本设施是硬件基

础。笔者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广东省内高校基本配备两块标
准的足球运动场，但由于普遍高校都至少有两支足球队伍；通常
课下训练时，一块场地供男生足球队训练，另一块场地在上选修
课或者不用参加训练的男生们在踢比赛或者锻炼娱乐，因此女足
训练也会面临场地受限的因素。同时，广东省内普通高校极其欠
缺足球风雨训练场与室内教学馆，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女足都
得在室外参加训练。部分高校也面临足球数量不够，经常球不够
用，只能轮流使用；并且足球是一个具有身体对抗的运动，在训
练过程中，有时热身不充分，运球踢球过于着急，有时打训练赛
时，身体对抗较为激烈等原因，会造成摔伤，踝关节扭伤，膝关
节损伤等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学校足球队并没有基础备用的医疗
用品。甚至有高校女生足球队并没有独立的专用的训练经费，参
与训练的女生有的需要自己花钱买球服以及球鞋等训练所需用
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是校园足球运动开展的最
基本保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样，校园足球文
化是足球运动的根基，丰富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具有促进足球运
动的普及作用，可以带动喜爱足球但技术基础差的同学参与到足
球运动中来，同时培养学生团队精神、集体合作以及全局观念养
成。但是，目前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尚未构建，多数学生对足球文
化的认识表浅；因此，推进高校女足发展过程中，更应多关注足
球文化建设。 

3.4 女足团队建设困难及女足教练员稀缺 
从高校女子足球队的建设上来看，女足团队建设较为困难，

高校女足运动员寥寥无几，招收高水平足球运动员的学校有嘉应
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韩山师范学院和广州大学，
但是每个学校女子足球队具有运动员等级证书的学生只有一两
名，甚至没有，大部分队员都是零基础从各年级其他运动队招募
进来的，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训练学习足球技战术去参与比赛
的。 

足球教练员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
笔者调查发现，带女足训练的主管教练员都是男性，并且仅有一
名教练员，女教练员在高校极其稀缺，虽然男性教学年龄大都超
过 10 年，具有一定的教学能力和技术水平，但各高校女子训练
队队员有抱怨训练课乏味，训练课安排不合理；大学女生都有自
主意识和想法，有时需要男性教练员动作指导或者交流多有不
便，部分女生认为如果有女教练员进行教学指导，并进行亲身的
动作示范和一些技术动作手把手指导，她们会更乐意参与到足球
的训练队中来。 

3.5 缺乏参与足球训练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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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是最好的导师，并且足球是团体运动需要氛围，除
了个别女生是具有运动员等级证书和高水平足球运动员称号被
高校特招的，其它多数女生都不了解足球运动，由于足球是一个
室外运动，大部分大学女生都有爱美之心，担心自己会被晒黑影
响美观；也有的女生为了学习足球技能很想参与到足球训练队中
去，但是因为自己的上课时间与训练时间相冲突了，也就放弃了
这个念头。但有的女生踢球为了锻炼身体，但是要好伙伴们却不
想去，参加了别的运动，因此自己也跟着参加了别的运动。也有
高校女生认为训练不科学，说好的训练两个小时，教练为了能出
成绩经常拖延，并且训练强度过大，间歇时间少，产生训练疲劳，
造成谈训色变等一些心理阴影。运动伤害的事件常有发生，少部
分女生由于受过运动带来的损伤，不敢尝试足球这种具有强烈身
体对抗的运动，怕对身体留下一些后遗症。关于就业方面也有不
少女生由于毕业后不想从事足球运动怕在室外经常会暴晒对皮
肤健康有影响以及所学专业并不是足球专业就业另有方向等，这
些都会成为影响女生参与足球训练队训练的因素。 

4、结论与建议 
4.1 落实足球运动发展的教育性政策，重视校园女足发展 
广东省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积极落实《中国足球改革方

案》中提及的增加开展校园女子足球运动的学校数量并占有一定
比例，鼓励普及校园女足运动把女子足球纳入足球教学工作计划
当中，扩充广东省普通高校女足参赛队伍，定期组织训练赛及联
赛，推动成立高校女子足球队伍的常态化，并探索将高校女足竞
赛成绩纳入高校体育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中，并不定期考察监督其
实施情况，对高校优秀女足队伍及带队教练员给予相应的奖励。 

4.2 加大对高校女足的经费扶持并增加比赛活动拓展经费来
源 

高校女足后备人才力量培养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需要政
府各决策层部门的高度重视，也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支持与帮
助，给予高校女足队伍建设经费保障，保证女子足球的开展有足
够的场地、器材及基本设施，让其有较好的环境氛围，健康、持
久发展，提高高校女足运动员的地位，给家长做好思想工作，解
决校园足球中男女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同时为女足运动员的找好
出路。 

比赛是训练的导师，赛练结合，促进进步；在组织比赛期间，
通过学校官网、微信平台推送形式宣传比赛， 扩大影响力，吸
引更多学生关注比赛，同时寻找企业、商家合作，让其给予一定
的赞助，增加额外经费及运动物资的来源。这样使企业得到了宣
传，球员也得到了比赛的锻炼，使双方达到“双赢”效果。 

4.3 提高女子足球文化宣传力度、搭建高校女子俱乐部交流
平台 

增加我国女足日常生活训练比赛的曝光率，对我国女足的精
彩比赛制造成精品赛事，打造女足球星并包装，运用电视转播、

新闻报道、微信平台推送等媒体的力量，通过广泛的宣传提升社
会及学校对女子足球的关注程度，逐渐改变女足的冷门现象；并
让女足球星的形象进入到校园，吸引更多女生对足球运动的关
注，并培养她们对参与足球训练队的兴趣。 

可以模仿社会企业足球文化发展的氛围，在推广高校女子足
球的过程中，搭建由“各校体育主管指导，足球教练为主，女足
队员为辅”的高校女足俱乐部管理模式。让高校女子足球队直接
和俱乐部对接，锻炼学生的社交能力，满足不同技能水平学生多
元化的需要，不仅为初学者提供学习互动平台，也对高水平足球
运动员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以此方式，打开学生视角有可能
将今后的就业方向和足球联系到一起，从而真正喜爱上足球。 

4.4 完善教练员性别结构及扩招优质女足运动员人数 
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法与模式离不开优秀的教练员以及体育

教师队伍；针对高校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在培养足球专业人才
上需要完善性别结构，；各高校要招聘优秀的女性足球教练员，
女性教练员能更容易和女学生沟通交流，并定期的让女性足球教
练员参与培训学习接收最新知识，提升教练员教学及训练能力，
这样才能更好的教授学生，并给教练员制定考核和激励制度，调
动教练员的积极性。加强学校相关领导的重视程度，扶持女子球
队建设，扩招高水平女足运动员，带动女子足球运动发展；只有
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学生才有可能更乐意参与到训练中来。 

4.5 科学安排趣味训练，激发参与兴趣 
训练过程是促进技能提升的关键，女足队员参加训练是一个

学习足球技术、认识足球技能的过程。教练员可采取以寓训于乐
的趣味方式，丰富训练中的教学，使女足队员产生积极的情绪体
验，在快乐中踢足球、认识足球、喜欢足球并与足球交朋友，享
受足球运动带来的乐趣与自信，激发她们的主动和自觉参与的意
识，在训练中增强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与此同时技术训练要
特别强调循序渐进、合理安排训练时间，让训与学两不误，让女
生无后顾之忧去参与训练；科学安排训练强度，在训练时，教练
员一定要强调做好热身活动，避免运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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