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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炉，《方案》
在 改 革 推 进 校 园 足 球 发 展 方 面 重 点 提 出 要 发 挥 足 球 育 人 功

能，推进校园足球普及，将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加大学

时比例；抓紧完善常态化、纵横贯通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

四级足球竞赛体系。 高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学生足球运

动员在这个年龄阶段技战术打法应该成形， 具有一定技战术

执行能力，对于后备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 由此，通过探析兰

州市高中阶段校园足球活动开展情况， 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各

种因素，并寻求解决对策，能为促进兰州市校园足球活动的开

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兰州市布点高中 “校园足球” 活动开展现状为研究对

象。 以参与 2014 全国校园足球比赛（兰州赛区）的兰州市七

中、二十七中、师大附中、兰大附中、外语高中、五十五中、五十

一中、东方中学等 8 所布点高中学校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研法、数据

分析法。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兰州市布点高中校园足球师资情况

统计得知布点高中教师平均年龄为 38.7 岁，50 岁以上占

11.3%左右中青年教师约占 89.7%。 兰州市布点高中教师年龄

结构趋于年轻化，这将有利于满足体育教学工作的特殊性，但

同时也表明在教学经验积累和教学方法的使用方面年轻教师

还需不断学习和加强，以满足日常的教学工作。 从布点高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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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学历结构来看， 研究生学历教师数为 3 人， 本科生 44
人，大专生 6 人。 从学历结构看，布点高中教师学历在不断提

高，兰州市布点高中体育教师职称偏低。 从问卷结果和访谈记

录来看，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 2 点：1）从主观方面看，
高中体育教师职称晋升多依赖于自身工龄累计的方式， 而几

乎不通过创造学术成果的方式晋升，大部分教师都处在被动、
等待的现状之中；2）从客观方面看，由于受到体育课程教学过

程的特殊性、 体育教学成果评价标准的不一性和体育教师在

学校中地位边缘化等因素影响， 造成了体育教师的职称晋升

总是受到学校领导和其它外来因素的干扰， 而无法与相同条

件的其它学科教师同步晋升。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体育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2.2 兰州市布点高中场地设施情况

场地设施是校园足球运动开展的基本条件， 本文通过对

兰州市 8 所布点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发现， 足球器材和基本的

训 练 器 材 等 在 校 园 足 球 活 动 开 展 后 得 到 了 相 应 的 配 备 和 改

善，达到了教育部 2002 年修订后的《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

目录》中城镇中学 19-35 个教学班应有 40 个足球、一对球门

的规定，基本上能够满足日常的训练和教学。 但是场地过小的

问题仍然困扰着大部分布点学校。 兰州各布点高中基本上都

建有足球场，但是足球场的面积除外语高中、师大附中、东方

中学、兰大附中、五十一中等五所学校基本能开展一定规模的

足球活动外， 其余三所学校基本很难开展像样的足球活动和

足球比赛。 其中二十七中只有一块 7 人制的足球场，而五十五

中的场地为足球、篮球、排球等项目开展的多用途场地，两所

学校在校园足球比赛期间都只能将多块篮球场拼凑成比赛场

地进行比赛。

2.3 兰州市布点高中校园足球活动学生参与情况

校园足球开展目的是通过对在校学生进行足球运动的开

展，达到普及足球运动发现优秀足球人才的目的，这有利于青

少年学生更加直接的了解足球运动、参与足球运动、理解足球

运动，同时也能满足广大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学生是

校园足球的主体， 因此广大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现状从一

定层面上反映着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活跃程度。

2.3.1 学生参与足球运动兴趣的研究

心理学认为兴趣促成行为的发生。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对

于一项运动来说， 参与者只有在拥有极大的参与兴趣的前提

下才能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参与某项运动。 根据调查，在兰州市

布点高中学校中，约有 66.1%的男生和大约 20.6%的女生对足

球运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参与兴趣， 约有 5.1%的男生和 13.2%
的女生对足球运动没有参与兴趣（见表 1）。

表 1 兰州市布点高中学生足球兴趣调查表（N=214）

2.3.2 学生参与足球运动动机的研究

动机是人类参与活动的源动力。 一个人对于一种运动项

目参与的动机决定了参与行为的发生。 广大青少年学生正是

在动机的驱使下积极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表 2 兰州市布点高中学生参与足球运动动机调查结果表

（N=175）（单位：人）

表 2 表明， 目前兰州市布点高中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最

主要动机在于增强体质和休闲娱乐， 家长授意学生参与足球

运动的只有 3 人， 将职业发展和争得荣誉作为动机的学生有

21 人。由此可知，当下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增

强体质和闲暇娱乐，将足球运动列为职业发展的人数很少，这

从另一方面说明学生对于自身是否能将足球运动职业化的考

虑更加趋于理性和合理化，而并非盲目的随波逐流。

2.4 兰州市布点高中足球课与足球课外活动调查

2.4.1 兰州市布点高中校园足球课调查

目前， 在学校中普及足球的形式主要有体育课和课外活

动等两种形式。 根据调查布点的 8 所高中在校园足球活动实

施后均开设了足球课程， 通过课堂教学向青少年传授足球基

本技能，扩大足球运动的受众面（见表 3）。

表 3 兰州市布点高中校园足球课开设情况调查（N=8）

表 3 可 知，8 所 布 点 的 高 中 都 开 设 了 课 时 量 不 等 的 足 球

课，除外语高中和二十七中在不同年级均有开展外，其它学校

都只在某一个年级开设足球课。 同时调查中还发现每个学校

开展足球课情况也各有不同， 其中兰州市二十七中依据学校

的自身情况建立了足球校本课程教材， 并在学校各年级逐渐

试行了校本足球教材； 师大附中在本校高二年级开设了足球

选修课， 学期为一年， 选修课的方式更有利于教师的系统教

学，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师大附中也是调查学校中唯一所

按照教育部 2003 年 6 号文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中

体育课程选修原则来开展体育课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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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兰州市布点高中足球课外活动调查

调查获悉 8 所布点学校均在校园足球活动实施后开展了

课外活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学习足球运动的时间和空间。

表 4 兰州市布点高中足球课外活动调查表（N=8）

由表 4 可知， 各布点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了以兴

趣小组、学生自发组织等为活动形式，以校内比赛、足球游戏

和学生自主练习为主要内容， 以每周 1-5 天不等活动频率和

活动时间在 30-60min 之间的足球课外动，但是在实地访谈期

间发现各布点学校课外活动的效率并不高。8 所布点的学校虽

然设置了足球课外活动，但学校制定的活动内容较为空洞，没

有具体实施的方案，课外活动的组织较为混乱，除校园足球队

的训练有教师组织外， 其余学生的足球活动基本上都处于自

发的状态，没有很好的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 为了提高课外活

动的效率外语高中在课外活动中允许非校园足球队的成员随

队训练，以期学生对足球运动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但是这

种方式所能产生的效能太小且持续性并不高， 毕竟足球教练

精力有限何以承担起过多的学生随队训练。

2.5 兰州市布点高中校园足球业余训练与竞赛情况

足球教练员是宣扬足球文化和参与足球教育工作的重要

群体， 他们对于足球运动的理解和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广大青少年学生足球运动技能和思维观

念的形成。

2.5.1 兰州市布点高中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情况

本文从布点学校足球教练员自身的客观情况和自我价值

认同等两方面进行了调查。 足球教练员客观情况的调查的结

果显示，8 所布点学校都有专门的足球教练员负责球队的日常

训练和比赛指导工作。 布点学校足球教练员年龄区间在 25-
48 岁之间； 布点学校足球教师学历水平较高均为本科及以上

学历且本科期间均为足球专业方向的毕业生； 并在高中校园

足球活动开展以来参与过 1-2 次的足球讲师培训活动； 调查

的足球教师中有一人取得了国家 C 级足球教练员证书， 两人

获得了国家 D 级足球教练员证书， 两人持有其他相关足球教

练证书，另外两人没有获得任何类型的足球教练员证书。

2.5.2 业余训练情况

在对兰州市 8 所布点高中学校调查的过程中得知， 布点

学校都建立了自己的足球队， 并有专门的教师负责组织训练

和竞赛指导。

8 所学校在球队规模、训练频率、训练时间以及训练内容

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各学校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选拨

了 15-21 名人数不等队员组建了校园足球队； 在训练频率方

面，3 所学校在正常教学日内的 3-5 天进行训练，其余 5 所学

校在正常教学日内均开展训练活动； 在具体训练时间安排方

面，5 所学校都安排在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只有外语高中、兰

大附中、 二十七中等 3 所学校从每日下午的最后一节课开始

训练至课外活动结束，因而训练时间长于其他学校；在训练内

容方面，8 所学校近乎一致， 都是在围绕个人技战术与团队技

战术为内容，结合教学比赛进行训练，唯一不同的是在训练的

过程中采用的训练手段存在很大差异。

2.5.3 竞赛情况

比赛能给青少年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也是最好的老师。
目前 8 所布点高中参加的竞赛只有 2013-2014 年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联赛兰州赛区高中组比赛。 竞赛经费是校园足球赛

开展的重要保障。 据调查，兰州市高中校园足球赛的经费来源

于国家下拨、地方财政扶持以及企业赞助商等方式。 国家下拨

经费和地方财政 1:1 配备经费主要用于比赛场地维护、器材购

置等。 本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兰州赛区的比赛由普瑞

眼科全程赞助，共计 2 万余元。
2013-2014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兰州赛区高中组

比赛采用了 11 人主客场双循环赛制。 比赛裁判员由甘肃省、
兰 州 市 体 育 局 工 作 人 员 和 兰 州 市 部 分 中 小 学 的 体 育 教 师 组

成。 比赛从 2014 年 3 月 4 日正式开始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结

束，历时 3 个月共进行了 56 场比赛。 比赛具体时间定在学期

内每周二、三、四、五下午 16:30 进行比赛。 比赛场地为各布点

学校足球场。联赛在开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有待提高。例

如， 部分布点学校根本不具备开展 11 人制足球比赛的场地；
由于赛制实行主客场制， 使学校位置过于分散的布点学校在

开展比赛时在去往比赛地点方面浪费了很多时间， 并且比赛

时间设在每周二、三、四、五 16:30 进行，导致布点学校要在没

有放学的情况下参加比赛，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

了学生的学习使大部分其它学科的教师和家长的极力反对；
由于比赛时间是上班时间， 造成公职在身的裁判员无法在比

赛时间内到达比赛场地。 由此也可见，兰州市足球运动管理中

心在比赛赛制、比赛时间等方面缺乏调研，没有考虑到各学校

的实际情况。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兰州市布点高中体育师资工作压力大，薪酬低，影响了

老师们课余开展校园足球的积极性。 2）兰州市布点高中场地

条件参差不齐，制约了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 3）大多数男学生

和少数女学生对足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4）兰州市布点高

中校园足球均开设足球课程，但在教学内容上比较单一，专业

化太强。 5）竞赛体系不够完善，兰州市校园足球办在竞赛开展

前缺乏充分的调研， 导致部分学校场地并未达到开展联赛的

要求，影响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没有达到营造校园足球浓厚

氛围的目的。

外语高中

师大附中

五十五中

五十一中

兰州七中

东方中学

兰大附中

二十七中

5

1-2

5

3-4

1-2

1-2

5

1-2

学校
活动频率

（d/w）

30-60

30-60

30-60

30

30-60

30-60

30

30-60

活动时间

（min）
活动形式

兴趣小组

兴趣小组

学生自发组织

兴趣小组

没有具体形式

学生自发组织

兴趣小组

兴趣小组

活动主要内容

足球游戏

校内比赛

校内比赛

校内比赛

学生自主练习

校内比赛

校内比赛

学生自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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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议

1）增加体育教师比例，提高课余工作量薪酬，从而提高体

育教师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积极性。 2）规范足球活动场地，活

动的组织者要以更为灵活的运动形式弥补场地狭小的问题。

3）突出足球运动的教育功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足球运动

中，为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服务。 4）在足球教学课中，增加游戏

的比例，提高足球课的吸引力。 5）完善竞赛体系，制定符合兰

州布点高中校园足球发展的联赛赛制。 将 8 所布点高中按就

近原则均等的分成两个赛区，在区内实行主客场制，经过数轮

比赛后选取各区的第一名参加决赛； 对于比赛场地无法达到

11 人比赛要求的学校， 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其他运动项目的合

并使用，保留其主场权利，适当减少场上人数进行比赛，以达

到在各学校营造足球运动氛围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李 钊.上海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管理体制研究［D］.上海:上海体

育学院，2011.
［2］ 李卫东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可持 续 发 展 思 考［J］.体 育 文 化 导

刊，2011（3）.
［3］ 古文东.基于校园足球视角的基层足球教练员培养［J］.广州体育

学院学报.2013（1）.
［4］ 候学华.校园足球文化内涵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3（6）.
［5］ 陈瑞在.教练员在校园足球活动中训练的调研分析［D］.成都:成

都体育学院，2011（10）.

级划分为普通教师培训、 体育骨干教师培训以及体育主管领

导培训三个等级。 在培训内容上，可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课

程内容资源开发案例，来加以分析，增强培训内容的实用性。
此外，高职院校也可加强与其他院校或本科高校的合作，合理

选派教师到课程内容资源开发水平较高的院校进行学术交流

探讨，以拓宽教师视野，切实提升院校体育教师的科研能力，
更好地开展课程内容资源开发活动。

4 结语

总体而言，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改革发展经历时间较短，
主要分为三个时期：2002 年以前的中专体育教学体系惯性延

伸 时 期；2002—2005 年 的 借 鉴 普 通 高 校 体 育 教 学 体 系 时 期；

2006 年至今的高职体育教学体系重新定位探索时期。 高职院

校体育教学在不断探索、 实践与调整中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

展，但也不可避免诸多问题的产生。 为此，高职院校应对其给

予高度重视，通过反复地分析与研究，从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况

着手，科学合理地进行深化改革，以确保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

始终朝正确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冷 赛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 存 在 问 题 及 对 策 分 析［J］.现 代 阅 读

（教育版），2013（21）.
［2］ 朱宗海.高职体育课程改革《职业性体育学》学科建设研究［J］.当

代体育科技，2015（13）.
［3］ 郭颖颖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改革 及 实 践 略 谈［J］.当 代 体 育 科

技，2015（11）.
［4］ 吴慧超.基于体能和职业双需求下的体育教学模式创新［J］.当代

体育科技，2015（11）.
［5］ 何敬愚，李巧俊.践行新课改，搞好高职高专体育教学［J］.现代阅

读（教育版），2013（22）.
［6］ 赵 凡，史立峰.论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

法［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5（6）.

仔艇，在距离设置上尽量减少长距离比赛。 同时借鉴广东等省

市经验，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设置追逐划、接力划、绕标划

等项目［5］。 为了不耽误少年儿童正常上学，建议尽量安排周末

或节假日进行比赛， 同时压缩单次比赛时间， 采取比赛积分

制。 总之， 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少年儿童参加比赛的门槛和成

本，调动他们参赛的兴趣，从而促进少年儿童皮划艇事业的发

展［6］。

参考文献：

［1］ 张 清，孙汉超．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皮划艇［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2］ 陈小平．当代运动训练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2005.
［3］ 中国皮划艇协会官方网站［EB/OL］.http://www.chncanoe.cn/
［4］ 国际皮划艇联合会官方网站［EB/OL］.http://www.canoeicf.com/
［5］ 符永超．深圳市皮划艇运动员身体功能动作测试分析［J］．湖北体

育科技，2012，31（3）:369-370.
［6］ 徐菊生．现代皮划艇运动［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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