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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对福建省的校园足球现状和国家校园足球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文本分析和专家访谈等方法通过多
轮的筛选编制了《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了 2个模块、4个分类、12个维度和 52个
题项，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的每个维度和题项的权重进行了赋值。研究编制的《指标体系》可以直接作为福建省
各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情况的评价工具，各地区还可以根据地区发展的情况对指标和权重进行调整。正确认识绩效评价的
目的，科学地发挥绩效评价在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的管理功能，能够有效促进福建省校园足球健康、科学和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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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to structure“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chool Football Pub-
lic Police in Fujian Province”basis on Fujian school football status and Chinese school football public police． There are two
modules，four categories，twelve dimensionalities and 52 items in the index system． And give the weight to every dimensionality
and item through AHP． The index system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chool football in Fujian Province
and every district could be adjusted to the weight according to status． It is effecti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foot-
ball when the funct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uld be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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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家和各地区纷纷出台各项有关校园足球
活动的公共政策，以促进全国和本地区的校园足球发
展，其中 2015 年中旬教育部联合 6 部委( 教育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
和共青团中央) 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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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意
见》) ［1］，这是目前我国最新发布的校园足球公共政
策。与政策颁布相比较，政策的执行更加决定了相关
政策所指向客体的发展成效，因此政策执行问题成了
政策制定者、相关管理者和广大民众所关注的重点。
因此，对于校园足球公共政策而言，政策执行是校园
足球公共政策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

看，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
评价问题。研究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可
以为校园足球的监督和管理提供一个科学的工具，可
以为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成效评估理论的建立提
供参考，可以为促进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和提高相关
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供一定的帮助。

1 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1． 1 研究方法
1． 1． 1 访谈法

研究共进行了 2轮访谈。第 1轮通过非结构式访

DOI:10.19715/j.tiyukexueyanjiu.2017.04.003



第 4 期 孟青，等: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指标

http: / /xuebaobangong． jmu． edu． cn / tyb /

谈法的形式，运用《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研究访谈提纲》( 根据刘鎏 2016 研究改
编) ［2］对相关学校体育教师、相关部门领导者和相关领
域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第 2 轮通过结构化的访谈形
式，运用《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权重访谈提纲》( 根据刘鎏 2016 研究改编) ［3］对管理
者和学者进行访谈，以确定维度和指标的权重。
1． 1． 2 文本分析法

研究以《意见》的执行情况为评价对象。因此，研
究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意见》中的相关指标和题项
进行提取，作为改革政策绩效评价的基本指标体系。
1． 2 调查对象

第 1 轮访谈对象是福建省相关学校体育教师、相
关部门领导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共计 30 人。

其中体育教师 15人、部门领导 10人( 体育部门和
教育部门) ，分别来自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三明
市、莆田市、龙岩市、南平市和霞浦县等地区。校园足
球专家学者 5人，来自于北京市、四川省和福建省。

第 2 轮的 5 位访谈对象是分别来自于福建省福
州市、厦门市、泉州市和莆田市的管理者和学者。

2 结果与分析

2． 1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维度的确定
目前福建省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地区校园足球

发展的相关政策，因此福建省校园足球发展是以我国
校园足球整体发展政策为基本依据的。那么，福建省
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价实际就是针对福
建省执行我国校园足球相关公共政策的评价，其指标
体系以我国最新的校园足球发展政策《意见》为核心
和根本。
2． 1． 1 《意见》中主要涉及的内容
《意见》是教育部联合 6 部委在 2015 年 7 月所颁

布的发展校园足球的公共政策，该政策对教育部管理
下的校园足球发展目标、任务、措施和组织领导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结合《意见》和 2009 年以来我国发
布的多项校园足球公共政策［4 － 6］确定了福建省校园
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主要维度( 见表 1) 。
2． 1． 2 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初始维

度的筛选
《意见》面向的是全国各个与校园足球相关的部

门，因此《意见》中的一些重点任务并不是基层学校

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每个省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情
况，因此通过文本分析和对福建省校园足球发展现状
的分析，将《意见》中不符合基层学校完成的任务和
不符合福建省实际情况的维度进行筛选，最终得到每
个重点任务中的初始维度。

共删除 6 个维度，包括:统筹城乡区域布局，重点
建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足球运动队，规范指导
校园足球教学; 形成稳定规范的赛制，组织全国性校
园足球夏( 冬) 令营和建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
管理信息系统。删除 6 个维度后，初始指标体系包括
了 5 个部分 22 个维度。
2． 1． 3 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正式维

度的确定与命名
为了进一步确定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运用专家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维度进行了
进一步的筛选。对专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和归纳后设
计出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正式维度
( 见表 2) 。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2 个评价模块: 基本达标模块和特色加分模块。其中
基本达标模块包括 4 个组成部分: 校园足球普及水
平、足球课程教学改革、足球课外锻炼训练和校园足
球竞赛体系。其中“校园足球普及水平”包括 5 个维
度;“足球教学改革”包括 2 个维度; “足球课外锻炼
训练”包括 3 个维度;“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包括 3 个
维度。特色加分模块包括 4 个维度( 见表 2) 。
2． 2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各维度正式

题项的确定
2． 2． 1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各维度初

始题项的确定
以福建省校园足球发展的最新现状和趋势为基

础，进一步进行文献分析和专家访谈。
文献分析的文献主要包括 2009 年以来国家颁布

的有关校园足球的政策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以《意
见》的各项条款为依据。共访谈相关教师、管理者和
专家 30 人，运用手机进行录音，平均每人访谈时间
14 分钟 22 秒，将访谈录音转录成文本资料后，平均
每份文本资料为 2 322 字，组织 2 组 4 人( 每组 2 人，
都进行了专门培训) 运用双盲法对文本资料中有关
绩效评价指标的关键词进行提取，最后提取关键词
121 个，对关键词进行合并、精简并与福建省校园足
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维度进行配对后，确定每个维度
的初始题项(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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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主要维度

重点任务 涉及主要内容( 主要维度) 说明( 补充)

提高校园
足球普及
水平

1．统筹城乡区域布局
2．各年龄段学生广泛参与
3．积极开展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
4．以普及校园足球示范带动校园田径、篮球、排球等
其他体育运动项目发展
5．重点建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足球运动队
6．让足球运动融入学生生活、扎根校园
7．大力发展学生足球社团
8．鼓励学校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搭建信息平台

统筹学校、统筹资源、加大扶持农村学校，扩大覆盖面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

带动学校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办出水平和特色，发挥其在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中的
骨干、示范和带动作用
将足球竞赛和游戏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报道足球活动、交流工作经验、展示特色成果，促进宣传

深化足球
教学改革

1．各级各类学校要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 推进足球教学模式的多样化

2．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展以足球为特色的“一校一
品”体育教学改革 足球校本教材的开发等，突出每个学校的不同特色

3．足球特色学校可适当加大足球学时的比重 每周至少安排一节足球课，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4．科学统筹足球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 在课时分配、教师配备、教学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为
足球教学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5．规范指导校园足球教学 发布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学生足球运动技能等
级标准

6．建设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资源库 鼓励各地各校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开发共享高质量的
足球教学资源，逐步实现优质足球教学资源全覆盖

7．建立校园足球运动研究基地 依托有条件的单位，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升校园
足球运动发展的科学化水平

加强足球
课外锻炼
训练

把足球运动作为学校大课间和课外活动内容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足球活动
建立班级、年级和校级足球队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组建
鼓励组建女子足球队

妥善处理好学生足球训练和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 教育部门会同体育等部门指导学校制定科学的校园
足球训练计划，合理组织校园足球课余训练

完善校园
足球竞赛
体系

1．各地各校要广泛开展多样化的足球竞赛活动
形成“校校参与、层层选拔、全国联赛”的足球竞赛格
局鼓励学校参加社会组织举办的足球赛事和公益活
动，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交流合作，组织或
参与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活动

2．不同年级组织不同形式的校园足球活动
小学低年级学生参加趣味性足球活动;小学 3 年级以
上到初、高中学校，要组织班级、年级联赛，开展校际
邀请赛、对抗赛等竞赛交流活动; 高等学校组织开展
院系学生足球联赛和校际交流活动等

3．形成稳定规范的赛制

构建包括校内竞赛、校际联赛、区域选拔在内的青少
年校园足球竞赛体系; 建成纵向贯通、横向衔接和规
范有序的高校、高中、初中、小学四级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机制; 实行赛事分级管理，建立县级、地市级、省
级和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球竞赛制度

4．维护公正严明的赛纪
完善竞赛监督制度; 提倡公平、安全、文明竞赛，完善
裁判员公正执法、教练员和运动员严守赛风赛纪的约
束机制;规范青少年观赛行为

畅通优秀
足球苗子
的成长
通道

1．认真组建本地学生足球代表队
注重发现、选拔和重点培养学生足球运动苗子; 有条
件地方的体育、教育部门联合创建青少年足球训练中
心，为提高学生足球运动水平提供综合服务

2．组织全国性校园足球夏( 冬) 令营 聘请国内外高水平教练集中培训各地选送的优秀学
生足球运动员

3．建立教育、体育和社会相互衔接的人才输送渠道
拓宽校园足球学生运动员进入国家足球后备人才梯
队、有关足球职业俱乐部和选派到国外著名足球职业
俱乐部的通道

4．建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学籍管理系统，动态监测学生学习、升学和流动
情况，并提供相应支持服务研究制定学生足球运动员
注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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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建省校园足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模块与维度

模块 分类 维度

模块一:
基本达标模块

分类一:
校园足球普及水平

分类二:足球课程教学改革

分类三
足球课外锻炼训练
与校园足球竞赛体系

维度 1:活动参与
维度 2:带动其他项目发展
维度 3:校园足球文化建设
维度 4:宣传
维度 5: 人才输送渠道建设

维度 1:足球课程教学
维度 2:足球教学支持

维度 1: 课外足球活动开展
维度 2:各级足球队的建设与人才选拔
维度 3:参加和组织各类足球赛事和活动
维度 4:足球活动道德建设

模块二:
特色加分模块

—

维度 1:足球教学改革实践
维度 2:足球教学资源创建与共享
维度 3:学训矛盾的解决
维度 4: 其他特色

2． 2． 2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各维度初
始题项的修正

为了保证绩效评价体系各题项叙述的逻辑清楚、
准确、用词恰当，特邀请两位西南大学中文系的研究
生对该指标体系的初始题项进行语言修正，两位研究
生在修正过程中采用双盲法，双方各自独立完成题项
的修正工作。通过对两位研究生修正结果的综合并
结合与他们的商议结果，以下是题项的修正情况( 见
表 4) 。
2． 2． 3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各维度正

式题项的确定
为了保证各维度题项的科学性、客观性和针对

性，将初始题项发给 3 位专家( 包括管理者和学者)
进行修订。综合 3 位专家的意见，对初始题项进行了
如下修订，并确定正式题项。

1) 将模块一、分类一的维度 1 和维度 2 进行合
并，命名为:“足球活动的参与与学校体育的发展”;

2) 将模块一、分类一的维度 3 和维度 4 进行合
并，命名为:“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宣传”;

3) 将模块一、分类一的维度 4 的第 3 个题项改为
“与社会共同进行各种相关足球人才培训的合作”;

4) 将模块一、分类二中的两个维度进行合并，删
除“足球课程符合《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标
准”，将合并后的维度命名为:“足球教学与改革”;

5) 将模块二维度 2 的第 1 个题项修改为“足球

教学训练视频上网并共享”，第 2 个题项修改为“开
设网上足球训练课程并向社会开放”。

修订后的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
估指标体系由 2 个模块、4 个分类、12 个维度和 52 个
题项组成，评价内容基本覆盖了《意见》对基层校园
足球公共政策执行部门的所有要求，同时，在指标体
系的设计过程中还充分考虑了福建省校园足球的发
展现状问题，比如“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
价指标权重”作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仅有指标内
容还不能作为评价的依据，还需要对每个维度和每个
指标进行赋值。由于一个复杂的评价体系中包含众
多题项，且每个题项对于上一阶指标的作用和贡献不
一样，因此研究选择了层次分析法 ( Analytic Hierar-
chy Process ，AHP) 对指标体系的各维度和题项进行
赋值。

另外，在进行正式题项确定的最后一轮专家意见
部分时，专家认为目前我们校园足球处于发展初期阶
段，对于基层学校的改革政策绩效评价应当更多注重
的是基本条件的满足，而对于“特色加分模块”的评
价并不是适用于绝大多数学校，仅可以作为那些有很
长历史和传统的足球重点学校进行评价( 例如厦门
二中) 。因此本部分的研究仅对“基本达标模块”的
各指标权重进行赋值，特色加分模块各题项根据评价
的实际情况由评价专家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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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初始题项

模块 分类 维度 初始题项

模块一:
基本达标模块

分类一:
校园足球
普及水平

维度 1:活动参与

维度 2: 带动其他项目发
展

维度 3: 校园足球文化建
设

维度 4:宣传

维度 5: 人才输送渠道建
设

1．各年龄段学生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①

2．大部分女学生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①

3．所有学生每天都会进行体育锻炼
1．学校有类似校园足球的其他校园体育项目开展②

2．形式多样的学校体育活动
1．各类足球社团建设与发展
2．形式多样的足球活动
3．校园足球氛围渲染③

1．传统宣传手段的运用
2．新媒体的运用
3．宣传及时、更新迅速④

4．受众人数多而广
1．有专门的足球特长生招生制度
2．有定向输送足球特长生的上一级学校
3．有与社会共同培养特长生的合作

分类二:
足球课程
教学改革

分类三:
足球课外锻炼
训练与校园
足球竞赛体系

维度 1:
足球课程教学

维度 2:
足球课程
教学支持

维度 1:
课外足球
活动开展

维度 2:
各级足球队
的建设与
人才选拔

维度 3: 参加和组织校外
各类足球赛事和活动

维度 4:
足球道德建设

1．足球是体育课的必修内容
2．足球课程符合《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标准
3．定期进行足球技能考核
1．足球教师与其他主科课程教师同工同酬
2．充足的足球教学师资
3．充足的足球教学与训练场地和器材
4．给予各类足球竞赛利益相关者奖励
5．将足球活动参与纳入班主任考核体系
1．每学期校内有固定的全校性足球比赛
2．长期开展针对不同对象⑤的足球训练活动
3．每月都开展与足球相关的非竞赛活动
4．足球是大课间主要参与的体育项目
1．学校有男女足球代表队
2．各年级有年级足球代表队
3．各班有班级足球代表队
4．定期进行各类足球苗子选拔活动
5．有球员进入区一级及其以上代表队
1．每年都会参加 2 次以上地区足球赛事
2．每年都会参加 1 次以上省级以上足球赛事
3．每年都会参加 2 次以上社会组织的足球活动
4．举办地区及其以上级别的足球活动
1．每学期举办相关足球或体育道德讲座
2．每学期举办相关足球竞赛规则讲座
3．开设相关足球竞赛规则( 道德) 的选修课程
4．制定足球( 体育) 竞赛与观赛道德条例

模块二:
特色加
分模块

—

维度 1: 足球课程教学改
革实践

维度 2: 足球教学资源创
建与共享

维度 3:学训矛盾的解决

维度 4: 其他特色

1．开发足球校本教材
2．每周至少安排一节足球课
3．创新课外足球活动新模式
4．创新学校足球竞赛新模式
1．足球教学训练视频上网
2．开设网上足球训练课程
3．举办相关人员培训班⑥

1．制定专门政策保证足球训练时间
2．学校相关人员鼓励学生参加足球活动
3．足球纳入学生课程考核体系
1．有向国内外专业足球队输送人才
2．有赴海外培训和输送运动员的渠道
3．定期举办国家或国际级足球活动⑦

①包括游戏、训练、表演、比赛和观看等; ②例如校园篮球、校园排球、校园跑步等项目的开展; ③在校园中随处可见各种与足球
相关的元素; ④及时更新国家、地区和学校中的各种有关校园足球消息和资讯; ⑤包括校队、年级队、班队等，以及男生和女生; ⑥包

括本校自己组织和协助其他组织开展的各类相关培训活动; ⑦包括足球竞赛，与足球相关的培训、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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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初始题项的修正情况

模块与
分类

维度与题项编号 原始条目 修正后条目

模块一
分类一

维度 1( 1) 各年龄段学生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 各年级学生均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

维度 2( 1)
学校有类似校园足球的其他校园体育项目开
展

除校园足球以外，学校还有其他特色的校园体
育活动

维度 3( 3) 校园足球氛围渲染 校园足球氛围的营造

维度 5( 2) 有定向输送足球特长生的上一级学校
与上一级学校有定向培养和输送足球特长生
的合作

维度 5( 3) 有与社会共同培养特长生的合作 与社会共同培养足球特长生

模块二
分类二

维度 2( 1) 足球教师与其他主科课程教师同工同酬
足球( 体育) 教师与其他主科教师在课分配等
方面同等对待

维度 2( 4) 给予各类足球竞赛利益相关者奖励
对参与足球竞赛获奖的学生和教师等人员进
行奖励

模块二
分类三

维度 3( 4) 定期进行各类足球苗子选拔活动 定期进行各类足球后备人才选拔活动

模块二

维度 1( 3) 创新课外足球活动新模式 创新课外足球活动模式

维度 1( 4) 创新学校足球竞赛新模式 创新学校足球竞赛模式

维度 4( 1) 有向国内外专业足球队输送人才 向国内外专业足球队输送人才

维度 4( 2) 有赴海外培训和输送运动员的渠道 定期选派学生赴海外进行培训

2． 3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指标权
重确定

2． 3． 1 建立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
权重分析层次模型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正式维度和
指标的研究结果建立 9 个层次模型，分别是 1 个赋予
各维度权重的模型“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基本达标模块维度模型”( 见图 1) 和 8

个赋予维度指标权重的模型①: “足球活动的参与与
学校体育的发展维度指标模型”“校园足球文化建设
与宣传维度指标模型”“人才输送渠道建设维度指标
模型”“足球课程教学与改革维度指标模型”“课外足
球活动开展维度指标模型”“各级足球队的建设和人
才选拔维度指标模型”“参加和组织校外各类足球赛
事和活动维度指标模型”“足球( 体育) 道德建设维度
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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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介绍，一般层次模型分为三层，［7］即决
策目标层、中间要素层和备选方案层。但本研究目的
在于考察同一层次下不同维度或者指标的权重问题，
并不探讨影响这些备选方案的中间因素，因此本研究
所建立的层次模型只包含两层。
2． 3． 2 建立判断矩阵

本研究采用的判断矩阵标度类型为 1 ～ 9 级标
度，根据访谈调查结果本研究 9 个部分的判断矩阵如
下(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基
本达标模块维度模型”为 A，“足球活动的参与与学
校体育的发展维度指标模型”为 A1，“校园足球文化
建设与宣传维度指标模型”为 A2，“人才输送渠道建
设维度指标模型”为 A3，“足球课程教学与改革维度
指标模型”为 A4，“课外足球活动开展维度指标模
型”为 A5，“各级足球队的建设和人才选拔维度指标
模型”为 A6，“参加和组织校外各类足球赛事和活动
维度指标模型”为 A7，“足球( 体育) 道德建设维度指
标模型”为 A8 ) :

A =

1 3 7 3 3 4 9 1
1 /3 1 5 1 3 3 7 1 /3
1 /7 1 /5 1 1 /5 1 1 /3 1 /5 1 /9
1 /3 1 5 1 5 3 3 1 /5
1 /3 1 /3 1 1 /5 1 2 4 1 /6
1 /4 1 /3 3 1 /3 1 /2 1 1 1 /7
1 /9 1 /7 5 1 /3 1 /4 1 1 1 /7
1 3 9 5 6 7 7 1

A1 =

1 1 1 /5 1 /2 6
1 1 1 /5 1 /3 6
5 5 1 5 9
2 3 1 /5 1 1
1 /6 1 /6 1 /9 1 1

A2 =

1 1 /5 1 /7 1 /3 1 /5 1 /3 1 /5
5 1 1 /6 4 2 3 3
7 6 1 5 3 4 4
3 1 /4 1 /5 1 1 /3 1 /3 1 /3
5 1 /2 1 /3 3 1 1 /2 1 /3
3 1 /3 1 /4 3 2 1 1
5 1 /3 1 /4 3 3 1 1

A3 =
1 1 4
1 1 4
1 /4 1 /4 1

A4 =

1 3 1 1 1 /2 1 1
1 /3 1 1 /4 1 /5 1 /3 1 /3 1 /5
1 4 1 1 3 3 1
1 5 1 1 5 4 1
2 3 1 /3 1 /5 1 1 1 /5
1 3 1 /3 1 /4 1 1 1 /5
1 5 1 1 5 5 1

A5 =

1 2 4 1
1 /2 1 1 1 /5
1 /4 1 1 1 /5
1 5 5 1

A6 =

1 1 /2 1 /3 3 4
2 1 1 /2 5 5
3 2 1 5 5
1 /3 1 /5 1 /5 1 1
1 /4 1 /5 1 /5 1 1

A7 =

1 2 3 1
1 /2 1 4 1
1 /3 1 /4 1 1 /5
1 1 5 1

A8 =

1 3 1 /3 1 /5
1 /3 1 1 /5 1 /5
3 5 1 1
5 5 1 1

2． 3． 3 具体计算过程
判断矩阵权重计算的方法有几何平均法( 根法)

和规范列平均法( 和法) 。本研究采用的 yaahp 软件
是运用根法求解权重，具体计算步骤为: 首先计算判
断矩阵 A各行各个元素 mi的乘积; 其次计算 mi的 n

次方根 Wi;再次，对进行归一化处理 Wi = Wi

∑ n

1
Wj
( i

= 1，2，……n) ，W = ( W1，W2，……Wn) t 即为所求权
重。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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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max － n
n － 1 ，!max = "1n

( BW) i

nWi
计算判断矩阵最大特

征根层对于多阶判断矩阵，引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I，ＲI是足够多个根据随机发生的判断矩阵计算的
一致性指标的平均值，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2． 3． 4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由于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受到被访者主观
填写问卷的影响，判断矩阵很难出现严格一致性的情
况，因此必须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 CＲ) 的检验，从
理论上讲当 CＲ = 0 的时候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
性，从研究的角度讲当 CＲ ＜ 0． 10 时，判断矩阵模型
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本研究 9 个判断矩阵一致性 CＲ 检验结果分别
为 0． 085、0． 188、0． 079、0． 000、0． 073、0． 032、0． 022、
0． 049、0． 043，除了“足球活动的参与与学校体育的发
展维度”其他均小于 0． 10，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在进
行层次分析计算过程中需要对“足球活动的参与与
学校体育的发展维度”进行一致性自动调整。
2． 3． 5 层次总排序与权重的确定

1) 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基本达标模块维度层次总排序与权重的确定 ( 见表
5) 。

表 5 维度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维度) 权重( Wi) /% 排序

足球活动的参与与学校体育的发展维度 25． 96 2

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宣传维度 13． 44 3

人才输送渠道建设维度 2． 45 8

足球课程教学与改革维度 12． 09 4

课外足球活动开展维度 5． 55 5

各级足球队的建设和人才选拔维度 4． 54 6

参加和组织校外各类足球赛事和活动维度 3． 61 7

足球( 体育) 道德建设维度 32． 37 1

2) 足球活动的参与与学校体育的发展维度指标 层次总排序与权重的确定( 见表 6) 。

表 6 足球活动的参与与学校体育的发展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各年级学生均参与校园足球活动中 12． 60 3

所有学生每天都会进行体育锻炼 11． 62 4

大部分女学生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 56． 90 1

除校园足球以外，学校还有其他特色的校园体育项目 14． 48 2

形式多样的学校体育活动 4． 39 5

3) 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宣传维度指标层次总排 序与权重的确定( 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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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宣传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各类足球社团建设与发展 3． 07 7

形式多样的足球活动 20． 37 2

校园足球氛围的营造 41． 26 1

传统宣传手段的运用 4． 89 6

新媒体的运用 7． 10 5

宣传及时、更新迅速 10． 89 4

受众人数多而广 12． 41 3

4) 人才输送渠道建设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 重的确定( 见表 8) 。

表 8 人才输送渠道建设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有专门的足球特长生招生制度 44． 44 1

与上一级学校有定向培养和输送足球特长生的合作 44． 44 1

与社会共同进行各种相关足球人才培训的合作 11． 11 3

5) 足球课程教学与改革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 权重的确定( 见表 9) 。

表 9 足球课程教学与改革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足球是体育课的必修内容 12． 73 4

定期进行足球技能考核 3． 89 7

足球( 体育) 教师与其他主科教师在课时、薪酬分配等方面同等对待 20． 04 3

充足的足球教学师资 23． 19 2

充足的足球教学与训练场地和器材 8． 37 5

对参与足球竞赛获奖的学生和教师等人员进行奖励 7． 83 6

将足球活动参与纳入班主任考核体系 23． 94 1

6) 课外足球活动开展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 重的确定( 见表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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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课外足球活动开展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每学期校内有固定的全校性足球比赛 33． 95 2

长期开展针对不同对象的足球训练活动 11． 35 3

每月都开展与足球相关的非竞赛活动 9． 55 4

足球是大课间主要参与的体育项目 45． 15 1

7) 各级足球队的建设和人才选拔维度指标层次 总排序与权重的确定( 见表 11) 。

表 11 各级足球队的建设和人才选拔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学校有男女足球代表队 17． 41 3

各年级有年级足球代表队 28． 86 2

各班有班级足球代表队 41． 30 1

定期进行各类足球后备人才选拔活动 6． 39 4

有球员进入区一级及其以上代表队 6． 04 5

8) 参加和组织校外各类足球赛事和活动维度指 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的确定( 见表 12) 。

表 12 参加和组织校外各类足球赛事和活动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每年都会参加 2 次以上地区足球赛事 35． 61 1

每年都会参加 1 次以上省级以上足球赛事 27． 06 2

每年都会参加 2 次以上社会组织的足球活动 10． 28 4

举办地区及其以上级别的足球活动 27． 06 2

9) 足球( 体育) 道德建设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 权重的确定( 见表 13) 。

表 13 足球(体育)道德建设维度指标层次总排序与权重

备选方案( 题项) 权重( Wi) /% 排序

每学期举办相关足球或体育道德讲座 12． 83 3

每学期举办相关足球竞赛规则讲座 6． 52 4

开设相关足球竞赛规则( 道德) 的选修课程 37． 75 2

制定足球( 体育) 竞赛与观赛道德条例 42． 90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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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根据“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维度和题项”与各维度和指标的权重的计算，研
究最终构建出《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与评分表》包括 2 个模块、4 个
分类、12个维度和 52 个题项，其中模块 1 为基本达标
评价，以定量的方式进行评价，总分为 100 分，各维度
和各题项均赋予了权重; 模块 2 为特色加分模块，以定
性的方式进行评价，在现阶段主要用于对一些有较长
历史的足球特色学校的特色评价。

其中“足球( 体育) 道德建设”和“足球运动的参
与与学校体育的发展”两个维度的权重是所有维度
中最高的，再通过对这两个维度下的题项权重进行分
析，发现目前福建省校园足球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于
学生参与足球和体育运动的道德建设、促进更多学生
参与到足球和体育运动中和促进女子校园足球运动
的发展。

4 建议

4． 1 研究所编制的《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
价基层校园足球公共政策执行绩效的工具，相关部门
可以以此作为评价福建省各地区学校校园足球发展
的工具。在使用该评价表时，相关部门除了可以对被
评价学校的即时情况进行评价以外，还可以通过定期
评价、前后比较的形式，对被评价学校在一段时间中
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
4． 2 目前所编制的《福建省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
评价指标与评分表》基于福建省校园足球的发展现
状、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专家的意见，在未来的使用过

程中可以根据使用后所获取的数据对问卷的题项和
权重进行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对于福建省校园足
球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在题项和权重方面可能需要根
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4． 3 正确看待校园足球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目的。
校园足球公共政策评价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政策执行
部门在一段时间内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考评，而更
重要的一方面则是通过评价找出发展过程中存在问
题，为下一步的发展和改进找到突破口，有的放矢地
进行建设和发展。因此，在使用该评价工作进行评价
时，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都应该充分认识评价的意义和
作用，将评价视为找问题、促发展的过程，避免出现为
迎接评价而突击做表面工作的现象，真正地发挥评价
作为管理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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