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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一体化背景下小学足球的教学策略
张伟建

河南省濮阳市实验小学　河南　濮阳　457001

摘　要：校园足球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仅仅依靠足球教学或者足球训练与比赛都无法达到其发展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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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在“基本原则”中指出：“坚持
统筹协调。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鼓励社会参与，整合多种资源，完善支持政策，形成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合力。”可

见，只有打造基于校园足球的课内外一体化教学体系，整合资源、获取支持，才能提高校园足球开展的实效性。基于此，本

文就一体化背景下小学足球的教学策略进行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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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发展离不开足球后备人才的建设，这其中校

园足球建设是关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方案》指引了国家足

球发展的基本方向，校园足球成为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校园足球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要真正实现校园足球的

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目标，还必须把握课堂主阵地，将学习与

训练结合起来，获得多学科的教学支持，培育足球文化氛围，

完善足球竞赛机制。

一、学训结合，把握生成性教学资源

课内外一体教学的重要途径是学训结合，即在实际的足

球训练过程中进行足球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实现理论与实践

的统一，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理实一体。很多生成性教学内

容是课堂教学中无法预设甚至无法估计的，在足球训练过程

中能够得到有效的彰显。比如，足球运动过程中的安全保障

问题在课内讲授，很少有学生能够听进去。学生在足球训练

过程中发生小的运动损伤的时候，教师可以在不耽误治疗时

机的情况下进行现场的案例示范教学：在足球运动前要进行

充分的热身训练；在训练过程中要遵守训练的纪律，不做危

险性动作；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动作幅度，不进行过于激烈

的身体对抗；在伤害事故发生之后要保持平稳的情绪，合理

地包扎、拉伸、冷热敷、伤口清洗与处理等，必要时及时就

诊治疗。以生动的真实的教学案例进行教学，能够取得更佳

的示范性教学效果。

二、文化育人，营造浓厚的足球氛围

文化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校园足球活动的实施离不开

校园足球文化的支持。学校要以校园足球活动开展为契机，

营造有影响力的、浓厚的足球校园文化氛围。一是校园足球

主题文化环境的创设，发挥环境育人的重要作用。在班级中，

可以通过足球主题板报、班级足球荣誉墙、宣传标语等形式

进行班级的足球文化环境布置，让学生在教室里感受足球文

化魅力。在校园内，可以围绕足球进行自然景观的布置，如足

球卡通形象、宣传栏的足球宣传标语、校园电视和广播的足球

资讯报道等，让环境成为一种隐性教育资源，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学生的足球爱好。二是校园足球文化活动的开展。学校可以

开展全校性的足球月、足球周等足球文化主题活动，让学生沉

浸在浓郁的足球文化氛围中，培养学生对足球的热爱与情感，

打好“群众基础”，提高学生的足球参与度。总之，只有重视

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才能发挥足球文化育人的魅力，让足

球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熏陶学生、吸引学生。

三、科学统筹，争取多学科教学支持

学科支持系统不仅适用于德育的学科统筹，也适用于基

于校园足球活动背景的小学足球教学活动。《意见》也指出，

要把足球教学和其他各门课程的教学进行科学统筹、综合施

教。除了体育教学这一责无旁贷的学科教学以外，教师还可

以从如下课程中来获取足球的学科教学支持。语文——写

写足球：如让学生在日记中写自己在足球训练中的体会和感

想，还可以将足球比赛作为主题来写一篇记叙文，写自己喜

爱的足球明星，写自己的足球梦想。数学——算算足球：围

绕足球进行重量（克与千克）、周长（圆周长）、表面积（圆

表面积）、体积（圆体积）等相关主题的测量，还可以进行

以足球为背景的应用题情境创设。英语——说说足球：在以

“sports”为主题的对话中让学生用简单的英语说说自己喜爱
的足球运动，说说自己喜欢的足球明星。美术——画画足球：

在静物描绘、素描、水彩画等绘画中将足球作为绘画素材，

将校园足球活动场景作为绘画内容，还可以将校园足球比赛的

海报宣传的制作和绘画融入美术活动中。音乐——唱唱足球：

唱一唱与足球相关的歌曲，在动感的音乐律动下提升学生的韵

律感和协调性。德育——畅想足球：足球梦是少年梦，更是中

国梦，振兴中国足球的重担在于少年，每一个有志少年都要敢

梦敢为，打好基础，励志成为中国足球未来的中流砥柱……总

之，为将校园足球推广起来，丰富校园足球文化内涵，让足球

走进各学科课堂，让学生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足球文化教育。

四、结语

总之，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于少年，将校园足球运动作为

一项国家战略抓严落实，才能为国家培养充足的足球后备人

才。校园足球必须实现课内外的融合相生，互相协调、相互

促进，这就需要整合一切课内外资源来促进与保障校园足球

的有效开展。其中，体育课堂的足球教学是基础和关键，必

须夯实根基。学校要力争实现教、学、练、赛的融合，将校

园足球文化的打造以及足球的学科融合作为辅助来综合施策，

逐步提升校园足球的影响力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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