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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不断下滑，患有肥胖症、近视眼的学生数量不

断攀升。同时，由于中国足球的衰落，足球人口的不断减少，在“阳光体育”的

基础上，经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后，出台了《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活动实施方案》，标志着校园足球活动的正式启动。校园足球活动不仅是

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一项育人工程。厦门市作为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值得

我们去探索校园足球发展的路径。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法，

以厦门市 20 所大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我国校园足球发

展的可行性路径进行思索和探讨，针对厦门市校园足球缺乏德育培养；管理主体

错位，体教部门配合不默契；政策保障不足，配套政策不完善；经费不足，场地

设施匮乏；高水平教练员不足；校园足球文化氛围淡薄等现象做了详细的分析。 

根据我国国情，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借鉴日本、韩国足

球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厦门市校园足球的发展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体教部门分工合作，社会积极参与的管理体制；打造四级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扩

大教练员数量，加强对教练员的培训；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积极营造校园足球文化氛围等。 

厦门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的可复制经验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同时，根据厦

门市校园足球的发展路径，为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提出建议：制定符合国情的长

远规划；构建地方特色的管理体制；加强人才队伍的长期培养；完善校园足球发

展的政策体系；完善足球生态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关键词：校园足球；发展路径；四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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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young people in our country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suffering from obesity 

and myopia is rising.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fading and shrinking 

population of Chinese socce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e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n the basis 

of “Sunshine Sport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Youth Campus 

Soccer Implementation Plan” after the joint research, to make the campus 

soccer officially start. Campus is not only a sport, but also an education 

project. Xiamen city as the national campus soccer reform pilot area, it 

is worth us to explore a path to develop campus soccer. 

This paper takes the literature,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omparative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s, 20 schools soccer development in Xiamen as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path of national youth campus soccer. 

Besides, this paper also does detailed analysis of several phenomena, such 

as a lack of moral cultivation; dislocation of management subject, no 

understanding between sport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lacking of policy 

support, supporting policies imperfect; inadequate funding, lacking of 

facilities; lacking of high level coaches; single campus soccer cultur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theory of multi center governance, it is wise 

to draw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then 

propose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Xiamen campus soccer: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with government-leading status, cooperation 

between sport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o build four levels schools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of coaches as well as training c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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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ull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actively creating cultural atmosphere of campus soccer and so on. 

Xiamen campus soccer reform pilot area of the replication experience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Xiamen City campus soccer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our campus soccer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plan which matches national conditions;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the long term 

training of personnel; perfection of the policy system for campus soccer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soccer ecological 

industry chain. 

 

Keywords: campus soccer; development path; four levels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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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世

界大国的综合实力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的强

大，也反映着这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富强。因此，我国要实现体育强国梦，必须加

快足球发展的步伐，通过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普及足球知识，推广足球运动，培

养学生足球兴趣，进而扩大足球人口数量，选拔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一）选题依据 

  

1.提高我国青少年体质的客观要求 

在我国近三十年中的五次大规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资料中显示，我国青少

年身体素质不断下滑，出现视力下降、肺活量下降、肥胖症等问题。相关资料显

示，我国学生的近视率不断上升，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都患有近视。

不仅如此，肥胖的学生也在不断增加，在全国 3 亿青少年中，有约近 5000 万学

生存在着肥胖或营养不良，中国青少年的其他身体素质指标也在不断下降。①造

成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学生学业压力繁重，缺乏体育锻

炼，为了改善学生缺乏锻炼的现状，在校园中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尤为必要。足球

是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可以借助足球活动达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要求。 

2.改变我国足球现状的最佳途径 

随着 2018 年世界杯亚洲区 40 强赛两战香港皆不胜，国足在 2018 年世界杯

预选赛的征途上仅剩理论出线可能，这样的结果令广大球迷无法接受，将矛头纷

纷指向中国足协以及教练组。纵观近 10 年中国男足在亚洲赛场上的表现，除了

东亚足球锦标赛上的两次捧杯之外，2015 年的亚洲杯小组出线已经是最好的成

绩了，广州恒大足球队再次举起亚冠奖杯，无疑是近几年来中国足球唯一的遮羞

布。广大足球爱好者不禁发问，中国近 14亿人口，为什么就选不出 11个会踢足

球的球员呢？事实上，目前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严重不足。根据中国足协的统计，

                                                             
① 郭扶庚.阳光体育运动：让全国亿万学生沐浴体育阳光[N].光明日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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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青少年注册球员数从 1995年顶峰时期的 65万到 2010年仅有六千多人。

国青队、国少队选拔队员更是一件困难之事，有足协人士表示：“近些年中国青

少年球员的人数越来越少，从 1995年、1996 年这一批开始到后面更少了，最严

重的是 1998、1999 到 2000年龄段的这批球员。之前海选时像样的也就百十名球

员，中国只有 42名 98年出生的球员。从数据不难发现，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

是我国足球发展当前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①因此，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活

动对普及足球知识，扩大足球人口，培养足球人才，提高足球成绩有着重要的意

义。 

3.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必然要求 

2009 年，国家首次下发通知，要求开展以普及足球知识、营造足球氛围、

锻炼学生身体、培养学生体育竞赛的足球活动，并建立四级联赛制度。2014 年

11月 26 日刘延东副总理通过电话会议指出将足球课程纳入必修课程内，强调培

养全面的足球人才。2015 年 2月 27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通过会议审

核，并强调中国体育强国梦是中国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建设体育强国，必然

要大力发展足球事业。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在全国各地

积极地开展着，随着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宣传，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校园足球活动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只有各级部门积极响应，将政策落实到

实处，才能不断提升足球运动的规模和质量，不断增强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实现

中国足球的崛起。 

（二）文献综述 

本文通过搜索发现关于福建省校园足球开展情况研究的文献不是很多，大多

以福建省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现状及对策为研究内容，以厦门市四级学校为研究

对象，对厦门市校园足球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献尚未见到，因此，本文在大量阅读

文献，了解当前我国各省市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厦门市四级学校

校园足球发展为例进行研究分析与总结，得出适用于全国各省市四级学校校园足

球的发展路径。 

1.校园足球的内涵 

                                                             
① 中国足球青少年断层不稀奇 注册人口不应是借口

[EB/OL].http://sports.163.com/14/0807/11/A31T1SFS00051C8U.htm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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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首次提出“校园足球”这个概念，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通过

查阅文献，学者们对“校园足球”这个概念有了自己的理解。 

李纪霞（2012）认为校园足球是体教部门一次大胆的合作，旨在使学校学生

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感受足球文化，起到锻炼身体、普及校园足球、

挖掘后备人才的作用。① 

王炜华，刘超（2012）认为校园足球是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的一项以锻炼身

体，磨练意志的足球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兴趣，而非一种挖掘足球人

才，培养职业球员的模式。但是，可以通过开展校园足球的方式，发现有天赋的

学生，进而进行专业指导和训练，从而为国家培养优秀的运动员。② 

2.国内关于校园足球发展的研究 

自 2009年校园足球活动开展以来，开展学校从最初的 2026所到现在的 8651

所特色学校，有近三百万学生参与到活动当中，国家每年拨款 5600 万支持校园

足球的发展，举办比赛达十万余场，与此同时，中国足球有计划地加大了对全国

校园足球指导员、校园足球第一线教练员及讲师，全国校园足球定点校长的培训，

资金投入规模比过去有大幅度增加，每年培训的人数达到 5000多人次。③由此可

见，校园足球发展已初具规模。 

（1）影响青少年参与校园足球活动因素的研究 

张宏家，关莉，于泉海（2009）通过问卷调查，分别从家长对足球的认知、

足球环境、媒体宣传、同伴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家长总体持支持态度，但不愿孩

子过多参与足球运动；家长希望孩子选择对抗不激烈的活动；大部分家长支持孩

子参与足球活动主要出于孩子兴趣，并不是希望通过足球特长升入大学或是进入

职业球队；从经济层面来看，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不支持孩子选择足球项目。

作者认为，要想发展青少年足球，必须“体教结合，优势互补”；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正确引导学生参与足球运动；健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法律法规体系；家长、

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同伴群体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重要影响,④这样才会有越

来越多的家长支持孩子参与校园足球活动，才有利于校园足球的发展。 

                                                             
① 李纪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发展战略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2. 
②
 王炜华，刘超.阳光体育背景下校园足球文化的作用[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2（3），33-35. 

③
 林晓华.校园足球人口 270 万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EB/OL］. 

http:/sports.163.com/14/1111/10/AAOUB9S500051C89.html#p = 

AAOVQ66H0B6P0005，2014. 
④ 张宏家，关莉，于泉海.影响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社会化因素的调查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

（6）：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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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贞光（2010）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减少

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校园足球参与主体作为“经济人”，其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特点导致了注册球员越来越少；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足协的急功近利、糟

糕的足球环境、深入的传统文化都影响家长或是孩子选择足球项目。① 

（2）校园足球开展现状与对策的研究  

2009-2015年，这段时间无疑是校园足球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学者们主要

对校园足球的开展现状、制约因素、解决对策、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比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 

梁桦，张玮玮（2015）基于对影响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学校布局、场地器材、

经费投入、教师培训和四级联赛结构体系等方面的制约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提

出了校园足球活动要重视领导组织机构的建立健全；设立校园足球专项资金，扩

建足球场地；增加足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加强校园足球布局城市和特色学

校的建设，构建完整的四级竞赛体系等构想。② 

曲晨，李伟（2015）通过与 8位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足球专业人士进行访谈，

探索校园足球发展问题，并对发展中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校园足球

发展过程中除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不足外，学训矛盾问题也格外的突出。

他们提到有些校园足球比赛由于赛程安排的原因，大多比赛会占用学生上课学习

的时间，这肯定会影响到学生的正常课业。学训矛盾问题一方面反映出校园足球

比赛组委会对于比赛赛程的安排稍欠考虑，同时，占用学生正常的学业时间，学

校老师势必不会赞同学生参与校园足球活动，这制约了校园足球的发展。他们在

建议中提到，对于优秀有天赋的队员，可以输送至专业足球队，建立与职业队的

有偿输送机制，此外，学校可以协调组织相关科目老师为参加比赛的同学进行补

课和补考，最后，通过完善特长生升学制度，解决优秀学生的出路问题。 

张廷安（2015）提出了未来我国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应当在如下方面确立正

确的发展观念:（1)认真竖立起想要踢球好先要做人好，会踢球的孩子更聪明的

教育观念；（2)要积极思索进取超越、避免简单跟随他人的作法；（3)要充分注

意始终坚持校园足球活动的高质量意识；（4)要防止青少年儿童校园足球活动成

                                                             
①
 姚贞光.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数量日益减少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0（4）：

39-41. 
②
 梁桦，张玮玮.贵州校园足球开展现状与发展对策的思考[J].湖北体育科技，2015（11）：94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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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式足球、节日足球、仪式足球（5)既要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更要有确定

清晰的“中国足球发展的道路方向”；（6)要杜绝“只顾眼前成绩，不思未来发

展”的做法；（7)要正确认识“以人为本、科学训练”杜绝“娇骄二气”；（8)

要抓紧抓好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建设；（9)政府职能部门之

间要有相互支持相互协调正确发挥其职能及功能的大局观；（10）要认真贯彻扎

实落实党和国家对于开展足球运动的批示要求。① 

3．国外关于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研究 

Alan Tomlinson, Christopher Young(2006)讲到德国足球人才的培养模式

会按照青少年身体发育规律制定系统的、量化的训练计划。同时，德国青少年培

养模式体现出学校、俱乐部、足协的有机结合，培养全面的足球后备人才，德国

与众不同的是独有的“天才培养计划”。除此之外，德国足协会为年轻教练提供

俱乐部义务教练工作，一方面通过实践丰富年轻教练的经验，另一方面解决了教

练员不足的问题。② 

Mason T.提到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而现代足球源于英国的校园，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热爱并参与足球活动，英国甚至欧洲等国的一些职业足球俱乐部都

是通过与学校合作而建立的。③Evans H.J 提到英国体育活动，社区足球受到国

家的重视。④凯文·希尔顿提到英国的校园足球享受着国家的福利，体育领域是

公共投资的重要领域，地方政府竭力为居民提供最好的体育设施。⑤ 

李卫东（2013）认为日本非常重视校园足球的普及，有从幼儿到大学的五级

联赛体系；而韩国则是充分利用学校培养优秀的足球运动员，通过系统的联赛为

学生提供锻炼机会，通过大量的比赛积累经验。通过对中、日、韩三国学校足球

竞赛开展概况和竞赛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我国应从明确比赛目的、理顺组织

结构、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净化足球环境等方面完善我国校园足球竞赛体系。⑥ 

熊崎敬（日本）通过对日本 J联赛官网上关于 J联赛业务运营、组织结构、

联赛发展以及日本足球“百年构想”进行翻译并研究，得出日本足球“百年构想”

                                                             
① 张廷安.我国校园足球未来发展中应当确立的科学发展观[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1）：106-113. 
② Alan Tomlinson， Christopher Young. German Football：History， Culture， Society[M].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2006. 
③
 Mason T. Association football and British society 1863-1915[M].Harvester， Brighton，1980. 

④
 Evans H.J. Service to sport: The story of the CCPR 1935-1972[M].London: Pelham，1974. 

⑤
 凯文·希尔顿.体育发展：政策、过程与实践[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71-73. 

⑥
 李卫东.中日韩学校足球竞赛体系的比较与展望［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10）：106-11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校园足球发展路径研究——以厦门市四级学校校园足球发展为例 

6 
 

涉及到社会、经济、人口、环境、交通、体育、文化、居住和福利等，意在通过

足球运动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百年构想”还强调：第一，让你所在城市的球场

都铺上草皮，并建造更多的体育设施；第二，为国民提供体育运动设施；第三，

观看、行动、参与，通过体育运动让人们得到广泛的交流。可以看出日本对于本

国足球发展不仅仅局限在足球竞技本身，更在于使全民从体育运动中获益。① 

李龙化（2012）对韩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研究，文中提到韩国足

球的成功得益于学校足球的重视，学校足球在韩国足球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韩国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有着系统完善的青少年培养体系、学校与职

业足球俱乐部合作的经验、优秀球员海外留学制度和对基层教练培训的重视，最

重要的一点是，韩国足协通过比赛发现平时开展的各种比赛严重影响了球员们正

常的学习，随着对比赛要求的不断提高，球员不仅需要扎实的技术做基础，还需

要较高的理解能力，但现实情况是球员理解比赛的能力受到了知识水平的限制，

影响了足球的长远发展。因此，韩国足协 2006 年宣布将大力培养有知识的足球

运动员。校园足球活动不仅是提高足球技能水平，更应该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育人工程。② 

4．研究评价 

（1）国内研究 

随着校园足球的热度不断上升，有关校园足球的研究文献也不断增多。目前，

大多数学者对于校园足球的研究都是解决如何提高中国足球的成绩、如何完善足

球人才培养体系、如何完善四级联赛制度、如何提高教练员水平等层面，事实上，

这有悖于校园足球的开展理念，提高中国足球的成绩只是校园足球的一部分，更

重要的是希望普及足球知识、营造足球文化氛围、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广大学生

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去，达到锻炼身体，培养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和促进德育、

智育的发展目的。当前学者们的研究和校园足球的发展体现出一定的功利性，希

望短时间内提高足球成绩，而非通过普及足球知识、培养学生兴趣、扩大足球人

口，进而提高足球成绩。此外，当前的文献中缺乏从管理学、公共事业发展、公

共政策、社会学、经济学等多角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而对于目前较多的校园足

球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的研究，也多是针对中小学进行研究的，缺乏对高校开展情

                                                             
①
 [日]熊崎敬，李志红.日本足球独家揭秘 J 联赛百年构想[J].足球俱乐部，2011（18）：68-69. 

②
 李龙化.韩国男子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2（2）：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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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研究，未能充分利用高校的优秀资源，缺乏依托高校优秀的师资和充裕的场

地开展扶持项目，以点带面，使四级学校环环相扣，相互带动，以确保四级学校

校园足球发展的有效衔接。 

（2）国外研究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研究对象多是足球发达国家，包括德国、英国、荷兰、巴

西、日本、韩国等。欧洲国家非常重视对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这些足球

发达国家有着良好的足球氛围、大量的足球人口，同时他们有着培养足球人才的

经验。英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理念与我国不谋而合，英国足球源于校园，他们的

人才培养、与职业俱乐部的合作都是依托学校进行，同时，英国非常重视社区体

育的发展，地方政府竭力为居民提供良好的体育设施。而德国对于青少年足球人

才的培养偏重于为国家输送高质量的队员，从“天才培养计划”就能看出这一

点，但德国足球的成功更重要是遵循青少年身体发育的规律制定系统、量化的训

练目标，同时注重对教练员的培养。对于我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现状而言，欧美

国家的成功经验必然有一定的学习价值，但无论从地理位置、身体素质、职业足

球起步时间，日、韩两国的成功经验更具有借鉴价值。因此，文献中多是对中日

韩三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对比以及日韩足球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综合学者们

的研究观点，主要包括：要消除发展中国足球的功利心，弱化短期成绩，制定详

细的长远规划；完善青少年人才的培养体系，将“全面发展”作为培养目标；完

善四级联赛制度，为球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提供锻炼的机会；最后应加强对于教

练员注册制度的监督，重视教练员的继续培训。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文以厦门市大中小学为研究对象（大学 6所，中学 6所，小学 8所），其

中，调查对象选取依据主要有：（1）是否为厦门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学

校所在区，（包含了岛内与岛外的学校）；（3）是否是完中。针对厦门市四级

学校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的现状和制约因素展开研究。调查学校包括： 

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华侨大学工学

院、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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