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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的孩子们，校园
足球的教材也需要快速普及。

2015年3月，一本《中小
学校园足球教材》由足球教育
专家、中小学教研员、一线体
育教师共同编写而成。

人教社相关人员告诉澎
湃新闻记者，《中小学校园足
球教材》共分为七册，其中，学
生用书四册，分别为三至四年
级、五至六年级、七至九年级、
高中全一册； 教师用书三册，
分别为一至六年级、七至九年
级、高中全一册。

而这七册教材从编写到
即将问世总共经历了近3年
时间，“我们找了30多个专家

一起来讨论过， 包括足球专
家、体育老师，还有教研员。著
名足球教练金志扬就是我们
的顾问。”

但上海市一所传统足球
特色小学的足球老师就告诉
澎湃新闻记者，“作为我们教
练员来说，我们盼望足球专业
教材已经有很久。以前很多时
候都是教练员根据自己之前
的教学经验，自己决定怎么去
教授足球的知识，这种方式并
不是最好。”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希
望分得更加细一点。 比方说，
小学每一个年龄段，最好都有
一部教材。”

关注三湘都市
报微信看E报。

中国要建5万所足球特色学校
教练巨大缺口怎么补？

● 2014年7月30日
3年时间，足校从5000余扩至2万所

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教育部提出从2014年起逐步建立健全小学、
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用3年
时间把校园足球定点学校由目前的5000余
所扩展到2万所。

● 2015年1月26日
教育部成立校园足球领导小组

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教育部关于成立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这份通知中， 由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任组长，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任副组长，并
有6名来自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广电总
局、足协、共青团这6个不同部门的成员。

● 2015年7月3日
培训5400名教师+2000名校长

教育部2015年分期、分批、分层集中培
训了5400名足球骨干教师，2000名中小学
足球特色学校校长。

而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校园足球
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 ，2015年起到
2020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开展专项
培训。

● 2015年8月13日
足球学习情况将入档案

教育部官网公布了教育部等6部门《关于
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在意
见中，我国拟把足球学习情况纳入学生档案，
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参考。

此外，将支持建设2万所左右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每周至少开设一节足球课。
2025年达到5万所， 重点建设200个左右高
等学校高水平足球运动队。

● 2016年1月22日
鼓励有条件的高校组建高水平足球运动队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部署2016年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工作， 称鼓励和支持
有条件的高校组建高水平足球运动队。

● 2016年5月9日
2020年修缮改造4万块校园足球场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体育总局、国务院
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
球协会）联合下发《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
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足球场地
数量要超过7万块， 包括5人制、7人制（8人
制）和11人制场地；标准场地指11人制足球
场， 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0.5块以
上，有条件的地区达到0.7块以上。

● 2017年2月10日
2万所足球特色学校提前建成

2016－2017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冬
令营期间，全国校足办公布了2017年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计划，其中原计划到2020
年完成的2万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
任务拟于今年提前完成。

而建立特色学校退出机制、 处理好校园
足球与青训体系的关系、 建立健全足球运动
员注册共享机制等也成为今年工作的亮点。

● 2017年2月21日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达到5万所

2017年， 争取提前完成建设2万所特色
学校的任务。同时，切实加强对特色学校的指
导与监管， 完善考核评价与管理办法并实施
督查， 完成对13381所现有特色学校的摸底
普查工作，建立退出机制，到2025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达到5万所。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校园足球正在迈入最好的时代。
2月21日，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已提出

将着力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质量和水
平，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争取提前完成建设2万所
的任务， 到2025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达到5万
所；完成对13381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摸底普
查工作，建立退出机制。

在中国足球曾经的黑暗年代， 小球员和家长
一度对绿茵场敬而远之，而校园足球地基的松动，
也造成了中国足球无才可用的尴尬局面。

而现在，面对政策的发展和鼓励，5万所的背
后还存在哪些问题？ 有些方面需要足协和教育部
门集中解决？

对于中国足球， 不缺钱，
不缺政策，缺的是人，尤其缺
少懂校园足球的教练。

2014年11月， 体育教师
被纳入校园足球“国培计划”，
这也是针对基层足球教练匮
乏的局面。

这一计划具体内容为：从
2015年起， 实施特色学校足
球师资国家培训项目，对校园
足球骨干教师、教练员、裁判
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示范培训，
各地也要相应开展培训。计划
在 2015 年 全 国 初 步 培 训

6000名校园足球师资。
但是直到现在， 校园足球

教师依旧匮乏。 一位在上海重
点足球学校任教的体育老师表
示，问题就是资金和编制问题。

“资金问题首当其冲，现
在每年5600万元的经费远远
不够。基层会教足球的教练人
数太少，给我们的待遇又那么
低 ， 外聘教练每月收入才
2000元出头， 总要解决我们
的教师编制吧。足球的确进了
体育老师‘国培计划’，但我们
需要快点解决。”

的确，每次有校园足球的
利好政策出台，家长们都是最
开心的。

一位家长就曾告诉记者，
“给我们家长的感觉是校园足
球已经上升到了国家高度。”
但是对于孩子，家长们更关心
比赛的质量和数量。

在校园足球开展之后，如
何能有条件延续孩子的足球
乐趣才是最重要的。有天赋的

孩子，如何能进入更专业的培
训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建设和
职业俱乐部对接的体系。

在中国足协执委汪大昭看
来，5万所的背后， 也需要家长
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现在社会
的价值取向是读书上大学，如
果你身边同事的孩子上了大学
而你的孩子没有， 那你会觉得
没有面子。 校园足球未来的发
展，不能让它变为一种政绩。”

专业教练缺口怎么补？

比赛数量一定要增加

足球教材能否快速普及？

校园足球发展政策发展脉络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