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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校园足球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陈志辉 阮家净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厦门 10 3 6 2)1

摘 要
:

为探索厦门市思明 区校园足球活动可持续发展运用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 法
、

专家访谈法
,

对厦 门市思 明区校园足

球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

得出
:

学生 的参与程度相对较高
,

开展的足球课程设置相对合理
,

安全保障措施不够完善
,

师资 力量

薄弱
,

社会各界对于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有较大地关注力度
。

建议
:

建立主体明确的校园足球管理体 系
、

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给

及人才培养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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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6 年4月 11日
,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中国足

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 01 6一2 0 j 0年 )的通知》
,

这标志中国足球史上

第一次有了一部时间段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
。

规划中要求实行全

国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制度
,

到 2 02 0年
,

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两万

所
,

这足以看出国家大力发展校 园足球的决心
。

思明区是福建省厦门市所辖的一个区
,

是厦门市最早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
、

金融中心
。

同时作为厦门市校园足球开展最为成熟的

地区
,

现有 8 0所校园足球布点学校
,

包括犯所小学
,

17所初中
,

11 所

高中
,

其中有 1 0所刁
、

学和6所中学为校园足球重点学校
。

思明区的

校园足球
,

见证厦门足球乃至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漫长岁月
。

如今

足球再一次成为厦门校园体育的亮点
,

全区 已形成了班级
、

年级
、

学校
、

区多个层级的校园足球联赛
。

这样的开展环境对足球在全省

范围内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

同时对于其他省市地区同样有着重

要的借鉴作用
。

尽管厦门校园足球取得一定的进展
,

具有一定基

础
,

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的问题
。

该文通过对思明区校园足球开展

现状的研究
,

以期找到我国校园足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听取有建设性的意见
,

为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该文研究对象为厦门市思明区校园足球活动
。

1
.

2 研究方法

1
.

2
.

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
,

查阅 198 0 20l j年有关校园足球和可持续发

展的相关文献资料
,

并阅读有关专著
,

为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
。

1
.

2
.

2 问卷调查法

对厦门市思明区 80 所校园足球布点学校进行问卷调查
,

对教

练员发放调查问卷80 份
,

回收80 份
,

回收率 100 %
。

对学生家长发放

调查问卷 1 000 份
,

回收 9 17 份
,

回收率9 1
.

7%
。

1
.

2
.

3 专家访谈法

访谈厦门市校园足球办公室负责人
,

厦门市足球协会官员等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厦门市思明 区校园足球开展现状分析

2
.

1
.

1 学生参与度及参与动机现状分析

校园足球是在全国范围内学校举行的足球运动
,

在开展之初

提出的目标是增强学生体质
,

选拔优秀足球人才
。

从学生参与校园

足球的程度能够看出校园足球开展的广泛性
,

而通过对学生参与

校园足球动机的分析
,

也可以了解校园足球的发展存在一些不足
。

从调查中显示的数据发现
,

厦门市思明区开展的校园活动中
,

学生的参与程度相对较高
,

有 87
.

2%的学生参与到了校园足球活

动中
,

热爱足球运动是这部分学生参与校园足球运动的最大动机
,

占总数的38
.

2%
。

同样
,

从对未参加校园足球活动的原因调查中发

现
,

对足球不感兴趣的学生一样占很大比例
,

达到劝
.

4%
。

可见在

校园足球运动开展中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
,

成为校 园足球运动开

展中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

开展强身健体和快乐参与为导向的校园

足球比赛
,

形成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因材施教的青少年校园足球

教学体系
,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真正喜欢足球运动
,

潜在的积极

性才能够被彻底地激发出来
,

才能将足球运动当做自己学习生活

的一部分
。

2
.

1
.

2 学校足球课程设置与训练现状分析

足球课程教学是学校体育发展校园足球运动的一项重要途

径
。

在校园足球开展初期
,

由于学生足球运动的基础参差不齐
,

一

些必要的足球运动知识和基本技能需要在课堂中传授给学生
。

因

此
,

足球课程设置的节数对于学生是否能掌握好足球运动的基本

技术和技能有着重要关系
。

为推进校园足球的发展
,

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发布了《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实施方案》
,

方案要求学校体育课应加大足球教学

在教学内容中的比例
,

在校学生每周应有不少于 Z h足球活动时

间
。

在调查中发现
,

犯
.

1%的学校选择每周开设两节足球课程
,

这

样的课程设置相对合理
,

符合国家对于学生体育课程设置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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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学校教学资源的优化利用
。

22
.

4%的学校每周开设三节足球

课
,

这部分学校的师资力量较为雄厚
,

运动场地和器材较为充足
,

能够承担这样的课程教学频率
。

但部分学校由于场地不足
,

每周只

能开设一节足球课
,

这部分学校的学生足球运动能力提升就相对

缓慢
,

积极性较其他学校学生较差
。

因此
,

需要加大校园足球运动

场地设施建设力度
,

让每个中小学足球特色学校均建有一块以上

的足球场
。

扩大教练员队伍
,

提高现有体育教师的足球教学水平
,

发展足球专业教师队伍
,

鼓励专业教练员服务校园
。

2
.

1
.

3 学生安全保障现状与分析

运动损伤是影响体育运动发展的一大难题
。

学生踢球
,

家长往

往会担心受伤
,

因此在校园足球活动中
,

足球运动员的身体安全和

保障也是校园足球活动开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

从调查中发现
,

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运动损伤的危害
,

不清楚运

动损伤后
,

责任到底该由谁负责
,

这部分学生占总人数的 6 j
.

7%
。

这一现象说明
,

学校在开展校园足球活动中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够

完善
,

没有专门针对学生训练或比赛中受伤的应急处理办法培训
,

这是思明区校园足球开展中存在的一大隐患
。

因此
,

要在完善学生

安全保障机制上下工夫
。

学校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校 园足球安全教

育
,

增强学生安全规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

政府要引导保险公司

根据足球运动特点开发校园足球人身意外保险等多样化的保险产

品
,

鼓励学校
、

个人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

建立学生运动意外伤害

事故第三方调解机制
,

进一步提升校园足球安全保障水平
,

解决学

校
、

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
。

点之一
。

(2) 开展的足球课程设置相对合理
,

符合国家对于学生体育课

程设置的要求
。

(3) 学校在参与校园足球活动中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够完善
。

3
.

2 建议

( l) 建立主体明确的校园足球管理体系
。

校园足球开展应以教

育系统为主
,

体育系统为辅
。

(2)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给体系
。

各级学校应该做好校 园

足球资源利用的反馈
,

让校园足球的各项花费都做到透明
,

通过宣

传等手段扩大校园足球开展的影响
,

吸引教育
、

体育部门之外的第

三方投资
。

(3) 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

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体 系

需要从运动员
,

教师
,

教练员三方面开展
。

建立一个完善的人才培

养体系
,

让人才培养具有系统性
、

广泛性
、

多样性
、

竞争性
,

保障校

园足球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

结论与建议

结论

( l) 学生的参与程度相对较高
,

兴趣的培养应该成为重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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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学生对于裁判的执行能力
。

学生对于体育运动的学习
,

不

仅要学习其项 目的技术动作
,

以及科学的理论
,

同时还要精通其裁

判的方法
,

做到真正的懂
,

对于每一条每一项都要熟练地掌握llj[
。

第三
,

比赛场地器材等硬件设施
。 “

以赛代考
”

除了应用到田径

项 目之外
,

还要应用到其他项 目的考核当中去 l2j[
,

这就要求首先要

具备硬件条件
。

3 结语

通过该论文的研究得出
: “

以赛代考
”

考核模式较传统的考核

方式具有诸多优点
,

所以
,

可以将其应用到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所有

体育项目的考核当中去
。

但是
,

还应根据本学校本专业的特点确定

考核时间与地点
,

使其不受客观因素的制约
,

完善
“

以赛代考
”

的组

织体系和管理机制
,

从而保证其顺利地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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