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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足球教学训练方法
范禄进

福建省宁化第三中学　福建宁化　365411

摘　要：作为国际体育项目之一的足球，在体育教学方面大受青睐。作为体育课程的重要参与内容，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自我反应能力、对抗能力都能够有效的作以提升。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化教学思维，使得农村体育足球教学受到了层

层的阻碍，令我国农村足球发展相对缓慢困难。因此，本文对农村足球教学训练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展开探讨，十分具有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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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足球训练现状
（一）对足球训练重视度不足，缺乏训练资源

其一，训练场地不足。农村学校的操场面积较小，往往
没有布置规范的足球场地，对足球训练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其二，训练设施比较陈旧、落后，对于破损的足球也没有及
时更换；其三，因为能提供的工资待遇不高，所以大部分学
校并未聘请专业的足球教师，而是选择了综合型教师，其本
身的足球水平有限，自然难以有效开展足球训练。上述问题
均会对足球训练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学生的心情，
不利于调动其积极性和参与度，久而久之，足球训练质量难
以提升，学生对足球的兴趣也会逐渐减弱。
（二）教师训练理念相对落后，目标定位有误

在训练实践中，许多学校与教师的训练理念落后，并不
重视训练的优化和创新，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单纯地传授
足球技能，没有考虑学生的感受。在检验学习成果时，教师
习惯于以成绩作为唯一的依据，没有综合考量学生的表现、
合作情况、是否进步等方面，只看到了摆在眼前的成绩，却
无视了在训练和比赛中挥洒汗水的学生，这样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动机会逐渐减弱，无法实现校园足球的价值。除此之外，
一此学校并未正确理解校园足球的理念，对训练目标定位有
误，认为开设足球训练只是为了训练足球储备人才，一味强
调技术训练的重要性，忽略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事实上足球
训练是以全体学生为对象的，最基础的任务就是强身健体、
培养学习热情和健全的人格。
（三）训练内容单一形式死板，不具有针对性

目前，农村足球训练的训练内容单一、形式死板，且不
具有针对性，大多数教师在为学生讲解示范后就要求其反复
进行训练，并给出统一的任务和目标，课堂训练枯燥、乏味，
基础较差的学生很难跟上进度，容易产生厌学、惧学心理，
长期如此学生会丧失学习足球的信息，很难在训练中取得进
步。而且在学生训练期间，教师的监管不到位，加上部分学
生自制力差，课堂秩序不佳，学生也很难全身心投入其中。
教师在检验学习成果后只是简单地给子点评，没有再进一步
地分解动作，或者根据学生的表现调整训练方案，导致训练
效果不甚理想。

二、农村足球教学训练方法
（一）健全足球教学机制

为了更好的在校园中进行足球训练就，就需要践行一套
完备的训练机制。首先就需要学生对于足球训练的认知度。
为此学校可以展开相关性的讲座对足球运动进行普及，重点

宣传足球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升学生对于足球训练的
关注度和参与度。由于足球运动对人的吸引程度不同，对于
女生来说吸引度明显不足。为此，就要针对性的进行宣传。
在学生中选拔出对足球运动热爱富有积极性的学生进行深入
的培养。而对于普遍的学生便重点培养足球训练的肢体协调
能力，以及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确保学生能够在足球运动
中有所收获。并且将课堂放置于课外更能缓解学生学业方面
的紧张，有助于舒缓身心。为此，学校一定要提升师生的参
与度，不能单单只凭借学习成绩对学生个人发展进行判断。
例如：校方可以定期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以出板报，装饰校
园的方式，增强校园中足球学习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文
化节期间，展开师生联谊赛，加强学生与师生之间的互动，
从而创造更加优良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二）增强学生活动时间

由于的课程较为繁重，所以学生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更
加向往室外的一些活动。针对学生自由活动时间相对较少的
这一情况，就可以相应的增加学生的自主活动时间。这样可
以有效的提升足球训练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因为在往常到足
球训练中，常常只是依靠于体育课进行训练。具有较强的时
间限制。并且在这个时间中只学习相对的技能知识，但缺乏
实践。所以起到的效果也十分的有限。提升自由活动时间，
学生能够将学习时间和足球训练时间进行有机协调，足球训
练的时间也可以放宽到日常的课余活动中，而不单单只凭借
于课程进行训练提升，有助于保证学生劳逸结合，从而更好
地提升学生足球训练的成效以及文化课的学习成果。除此之
外，教师对于足球训练的时间也要进行有效把控，要确保时
间设置的合理性，避免过长或过短，让学生能够合理安排，
充分利用自助活动时间。

三、结语
通过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正确引导学生参与运动锻炼，更

助于社会体育文化建设，从而提高校园足球发展水平、提升
中国足球青训水平。校园足球应更强调健体、健心和育人的
本质，从而通过校园足球的开展，带动其他体育项目在农村
学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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