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总第 202 期） 

465  

职教探索 

高职院校足球教学训练的探讨 
◆冯  顺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足球课程具有一定的开发性与拓展性，是学生课余时间休闲、健

身、娱乐的一种重要运动方式。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足球课程已成

为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有效推动高职院校教育改革与创

新。为此，本文将针对高职院校足球教学训练工作进行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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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教育改革工作日益推进，足

球教学工作成为当代体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校园足球
的发展带来无限助力。教师组织学生开展足球教学训练活动时，
需要灵活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对足
球课程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足球教学训练
活动中。 

一、足球教学训练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足球教学训练实施一种具有实战性的教学内容，学生在开展

足球训练活动之前，首先需要教师将足球训练方法、足球运动技
能教授或者是展示给学生，通过多种引导方式，使学生能够对足
球运动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与理解，
有效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为此，高职院校体育教师组织学生开
展足球教学训练时，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设备，借助多媒
体教学的直观性与全面性，拉近学生与足球运动之间的距离，使
学生能够在足球教学中获取强烈的真实感，突出教学工作的表现
力，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的对足球技
战术进行学习，发挥学生在足球教学训练中的主观能动性，集中
学生注意力，提升学生学习质量与学习效率。 

例如，教师在向学生讲解“脚背外侧踢球技术”时，通过借
助多媒体设备，从互联网海量资源中选取与之相适宜的教学材
料，在课上教学过程缓慢播放优秀的示范性视频短片，让学生能
够对“脚背外侧踢球技术”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与认识，激发学生
对该技能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自发开启“脚背外侧踢球技术”
模仿练习活动。 

二、足球教学训练培养学生合作意识 
足球是一项团体运动，小组成员在足球运动、比赛的过程需

要密切配合，朝着共同的目标不断奋进。小组合作学习是当代教
学研究中一种同课异构教学方法，是足球教学训练中的常用教学
方法。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小组教学、训练时，需要对本班学生有
一个全面的了解，根据学生足球运动水平，将学生分成“优”、
“中”、“差”三个部分，再对每个层次的学生进行分组，每组学
生人数控制在 4 到 6 人之间；然后，教师根据每一个小组学生的
实际情况，结合足球运动需求，遵循“优劣互补”原则，对小组
成员在本小组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合理分配，加强小组成员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在足球与训练过程不断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参
与意识，使同一个小组的学生能够为了共同的学习目标奋勇向
前，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合作意识，让每一个学生均能够认识
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懂得取长补短，端正学生思想价值观念，
明确每一个角色在足球运动中的重要性与发展性 

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提高不同小组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视，
加强不同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培养学生团结互助意识，
使学生能够在足球教学训练中能够树立合作性学习意识。例如在
“头顶球技术”教学活动中，缺乏足球运动经验的学生在学习该
技能时，在开展足球运动过程头部经常会受到伤害；拥有丰富足
球运动经验的学生在学习该技能时，学生能够灵活运用足球运动
技能，避免头部受到伤害。此时，教师就需要组织不同学习层次
的学生进行沟通与交流，将“优”、“中”、“差”三个层次的学生
科学的整合到一起，由那些拥有丰富足球运动经验的学生指导缺

乏足球运动经验的学生，学生之间开展互助性学习活动，使不同
足球运动水平的学生均能够从足球教学训练中获取知识、技能、
情感的收获。 

三、足球教学训练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足球运动是一项具有攻击性的运动，其攻击形式具有隐秘

性、多变性与节奏性，教师在组织学生开展足球教学训练时，需
要积极做好学生的教学引导工作，通过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合
作性学习，让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进而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凭借旧知识引伸出新技能，通
过开展实战演练活动，对运动过程的周边情形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与认识，根据实战训练的视觉情况，灵活调整进攻路线，实现对
现有训练模式、运动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例如，在开展“腿部足球传球技能”时，绝大多数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经常接触足球，在开展足球教学训练之前，已具备一定
足球运动经验，教师可借助足球网这一教学设备，由守门技能较
好的学生担任守门员，组织其他学生分组开展足球运动训练，根
据学生在实战训练活动中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指
导，寻找学生在实战训练中所存在的不足，运用巧妙的语言对学
生进行引导，使学生能够在实战探索中不断探索出新的运动方
法，实现对足球运动技能的改革与创新。考虑到一个班级中还有
部分学生缺乏足球运动经验，教师在足球教学训练活动中，需要
对此类学生开展基础技能教学训练，让学生从脚背正面接球、脚
底部接球、脚内侧接球等环节入手，逐步增加实践训练难度，让
学生借助已学知识的旧知识不断探索出新知识，进而提升足球教
学训练质量。 

四、足球教学训练唤醒学生竞争意识 
足球运动是竞技体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体育产业发展进程

中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足球运动对运动员的思维能力、应变能
力、基础技能要求均相对比较高，在激烈的足球比赛中，运动员
需要拥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在激烈的比赛中及时有效的对比赛局
面进行全面分析，对足球运动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以此在足球
比赛中获取更高的发展优势。因此，足球教学训练活动不仅能够
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还能够发散学生的思维意识，
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树立学生良好的竞争意识，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奠定基础。 

例如，在组织学生开展“传球”、“丢球”训练活动时，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对抗赛，在实战训练、竞技比赛中不断提升
自己的“传球”技能以及“丢球”技能，逐步唤醒学生的竞争意
识，使学生能够拥有积极向上的进去意识，不断提升自我，超越
自我。 

总结： 
综上所述，足球课程是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

对高职院校学生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研究调查得知，高
职院校开展足球教学训练不仅能够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训练活动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能够培养学生团结合作意识，提高团体凝
聚力与想象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唤醒学生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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