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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模式的研究
①

阮家净 林致诚 陈志辉

(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厦门3 0 2 1 6) 1

摘 要
:

校园足球 四级联赛主要是指小 学
、

初 中
、

高中以及大学4 个级别的学生足球联赛
。

目前我国特别重视足球教育在校

园中的开展和实施
,

也将足球四级联赛放入校园教育体制中
。

该文通过对校园足球联赛比赛模式的构建
,

进一步完善小学
、

初中
、

高中以及大学的四级别学生足球联赛
,

希望通过学校足球联赛模式 的构建提高全 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整体水平
,

加强我国

国民的体育素质和综合素质
,

将足球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中
,

成为构建校 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关键字
:

校园足球 四级联赛 比赛模式

中图分类号
: G 8 4 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2 0 0 5一 2 5 1 3 ( 2 0 1 6 ) 1 0 ( e )一 0 1 3 1一0 2

所谓的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就是小学
、

初中
、

高中以及大学四个

级别的足球联赛
,

不同级别的学生随着其年龄阶段的不同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
,

因此在制定比赛赛程体制安排上也要依据特点制定
。

我国现阶段在校园中实行足球四级联赛的主要 目的在于让更多不

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都参与到足球体育活动中
,

让学生在校园内感

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的同时
,

将足球文化渗入到我国校园文化

体制中
,

及时发现具有足球潜质的学生
。

以下分别分析了小学
、

初

中
、

高中和大学4个级别的足球比赛模式的构建
。

1 小学足球联赛比赛模式

为我国发掘优良的足球种子并不是一激而就的
,

需要长期的

训练和培养
。

邓小平也曾经说过
“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 ,

只有让孩子

从小接触足球
、

热爱足球
,

才能在孩子中选取具有潜力的好种子
,

我国的青少年才是国家足球未来的发展希望
。

小学阶段是对学生

的启蒙阶段
,

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学习足球的兴趣以及一些基

本技术
,

在启蒙阶段对于足球的训练和培养对学生今后是否继续

足球运动影响深远
,

因此在小学生足球联赛中必须要遵循这一阶

段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

让学生在比赛中感受到快乐
,

激发其兴

趣
,

而不是一味地将足球比赛的成绩作为重点内容
。

我国在加强小

学足球比赛模式中可采取城市比赛模式
。

在每个小学中
,

将学生按

照年级的区别分为2个足球小组
,

通过合理安排赛时
、

赛制
,

在每座

城市中进行积分制或者周末双循环制的足球联赛
,

让城市中的小

学生都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

从而激发小学生的足球运动热情
。

对于赛时
、

赛制的制定
,

最好是以劝 m如或者 l h为一场比赛的

时间
,

在每个周末举行一场比赛
,

每年的 9到 12 月之间举行上半程

比赛
,

而次年的 3到 6月之间举行下半程比赛
,

而后一个 7月举行淘

汰赛
,

并分出年度的冠军
、

季军和亚军
。

通过这种多比赛
,

多循环的

赛程模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

并能保证小学生有

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足球运动
。

兴趣
,

在小学校园中开展的足球运动和比赛培养了学生的兴趣
,

同

时也为学生进入初中足球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在小学中学习

到的足球基本技术对于进入初中后进一步训练足球动作方面的技

巧是很好的基础
。

初中阶段的足球训练和学习主要是锻炼学生的

柔韧度和灵敏度
,

同时也是技术风格形成的最佳时期
。

因此我国在

这一阶段应该增加一些足球比赛
,

加大足球比赛规模
,

在这一阶

段
,

学生对于足球方面是否有潜力和天赋将会完全展现出来
。

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而言
,

目前最佳的比赛模式应该是在初

中学校组建一支由20 人左右参与的足球队
,

以校队的身份去参加

省市级别的联赛
。

首先在联赛中要求是9人制或者是 11 人制
,

使用

j号球
,

每一场比赛时间控制在70 m山左右
;

其次是根据每年报名

参加的校队数量分为几个小组
,

一个小组中包含有十几支校队
,

分

别按照年份划分为9到 12 月之间
,

次年 3到 6月之间进行联赛
,

7月实

行淘汰赛决出本省市足球校队的名次
。

通过本省市的一系列角逐

赛决出名列前茅的校队
,

并让胜出的校队作为该省市足球队代表

去参加省级之间的比赛
。

3 高中学生足球联赛比赛模式

高中阶段是优秀足球人才成型的最佳时期
,

在这一时期对高

中阶段学生的足球训练和比赛基本可以与成年职业足球队的训练

同步
,

因此高中阶段学生的足球比赛应该更加规模化和制度化
,

其

竞争性也更加激烈
。

为了凸显比赛的公平性
,

在高中组建足球队伍

要求全部由高中在校学生组成
,

已经在俱乐部注册的禁止参加
。

虽

然高中足球联赛与正规足球赛制一致
,

但是在赛时上最好控制在

80 m如左右
,

并且在当年9至 11 月在每座城市的所有高中球队进行

比赛分出第一名
,

在次年 j 至 6月每个市的第一名球队进行比赛分

出该省的第一名
,

在7
、

8两个月进行全国性的比赛
,

最终决出全国

的冠亚军
。

2 初中学生足球联赛比赛模式

我国开始实施足球四级联赛模式
,

从小开始培养学生的足球

4 大学生足球联赛比赛模式

大学生的足球联赛举办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足球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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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

只有1 所学校开设了拳击专修课程
。

拳击在我国始终不被人

们所重视
,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一种新恢复的体育项 目
,

虽然得到了

各级部门的重视
,

但由于拳击运动在我国的起步晚
、

发展慢
,

再加

上学校领导对于拳击运动重视程度不高
,

导致拳击课程的开设情

况并不理想
。

虽然各个体育院校都开设了拳击课程
,

但是拳击课程

的形式是不同的
,

没有全面开设拳击必修课程和专修课程
。

这对于

培养拳击专业人才是不利的
。

1
.

9 学校拳击场馆
、

器材情况情况

在调查的4所体育院校中共有非专业场地4块
,

非专业场地可

以进行正常的拳击教学课程
;

有两个学校具有专业的拳击场地
。

这

说明学校还没能把拳击课程作为一个重要学科来发展
。

因此对拳

击教学的投入不大
,

不能满足学科的发展
。

被调查的 4所体育院校中都有拳击教学中所需的拳击手套与

护手绷带
,

但是在沙袋
、

拳击护具
、

拳击服装方面却存在欠缺
。

这说

明杭州市内所属的体育院校中在拳击教学中存在器材短缺的情

况
。

院系对拳击专业投入方面较少
,

不能满足拳击课程的教学的需求
。

3 建议

( l) 完善拳击教学任课教师的年龄结构与知识技能水平
。

(2) 针对拳击技能方面对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工作
。

(3) 体育院校之间要就拳击技能与理论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

沟通与交流
,

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促进学校拳击课程的发展
。

(4 )学校应该适当增加拳击教师中青年教师的比重
,

发挥中老

专家的指导作用促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技能的提高
。

(的中青老教师之间应该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

实现拳击课

程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

(6) 完善体育学院拳击教学的教材设施与教学课程设置
。

(7) 加强体育院校拳击运动的宣传及普及力度
。

2 结论

(l) 杭州市内所属体育院校拳击教学任课教师专业理论还不是

很高
。

(2 )大部分拳击课教师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拳击专业教学能

力
。

(3) 体育院校学生对拳击运动的认识程度较低
,

拳击技能的掌

握能力不强
。

(4 )体育院校对拳击运动的课程设置与开展形式不完善
。

(幼拳击专用设施和专用 器材还不够完善
。

杭州市内所属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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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的选拔质量
,

只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进行全方面的选拔才能

使更多具有潜力的优质青年进入国家足球队伍中
,

为我国足球队

伍注入新鲜血液
,

带来活力和希望
。

与高中联赛一样
,

为了显示比

赛的公平性
,

在俱乐部已经注册的队员是禁止参加大学生足球联

赛的
。

大学生的足球联赛应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
,

在每年的10 到 11

月中
,

全国可以按照南北地域划分为2个地区
,

各个省市按照地域

的划分分别进行联赛
,

通过赛会制分出各个省的第一名
,

并在次年

的 4月到 6月
,

将南北两个地区分出的 16 个第一名通过主客场赛制

分出南方的 8强与北方的 8强
,

最后在7月到 8月进行全国性的总决

赛
,

并且在决赛过程中
,

必须以南方校队对抗北方校队的模式进

行
,

在一轮轮淘汰赛制中分出最终的冠军
。

在大学生足球联赛中的

设置基本与成年职业足球队比赛赛制无差
,

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

目的在于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去发掘具有潜力的足球运动员
,

通

过全国性的比赛性质让足球文化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中国校园文化

中
,

真正成为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
。

我国在校园中开展足球运动
,

构建足球校园文化过程中需要

注意以下几点
:

一是要以学校教育为依托
,

足球课程进课堂
。

在校

园内开展足球运动一定要有计划
、

有组织地进行
,

在加强学生足球

运动技术方面训练的同时加强足球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

保证每

周足球活动和课时
。

二是加强足球教练员与足球指导员的培养
,

青

少年在接触足球和训练过程中
,

指导员和教练员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

不仅要传授标准的技术动作
,

还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因

此对教练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能力水平的要求越来越

高
。

最后就是合理的资源配置和经费管理
,

在校园内大力开展足球

文化宣传和运动比赛的同时要注意经费的控制
,

做到开源节流
。

5 结语

建立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是贯彻我国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的

文件精神
,

在另一方面也是为我国足球人才培养后备军
。

四级联赛

分别由我国小学
、

初中
、

高中以及大学4个级别的校园足球联赛模

式构成的
,

因此要重视每个阶段的足球联赛模式构建
,

重视在开展

校园足球文化过程中的相关注意事项
,

保障我国青少年在足球运

动项 目中健康
、

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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