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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football	 in	middle	schools	in	
Santai	County,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in	middle	schools	 in	
Santai	Count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management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	to	consolidate	the	participation	foundation	of	all	aspects,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training	
methods	of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on	system,	to	systematize	the	school	talent	training	system,	and	to	create	a	campus	
football	culture.	Analyz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six	aspects	of	campus	football	in	Santai	County	Middle	School,	so	as	to	form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solve	the	problem:	“Campus	football	in	Santai	County	should	rely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form	a	carrier	foundation	to	promote	campus	development,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create	a	cultural	atmosphere	of	middle	school	football,	establish	a	“pyramid”	training	model	of	middle	school,	
and	cultivate	a	consistent	and	integrat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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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背景下三台县域校园足球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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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通过对三台县域校园足球开展情况进行调查，依托体教融合的发展理念，提出
了促进三台县域足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发现，学校的管理体系、普及程度、师资力量、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尚有不
少问题。剖析三台县域校园足球的不足，探索有效策略来解决问题，依托体教融合的背景，相互协作，建立“金字塔”培
养模式，形成一贯制、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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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总局、教育部在 2020 年 9 月联合印发的《关于深

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对“体教深度

融合”作了说明。所谓“体教融合”，是指体育和教育在价值、

功能和目的上充分融合，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体教融合不光是单纯的工作措施，还是一种理念变革和战略

趋势，通过深化体教融合转变思想观念，革新育人理念，充

分发挥以体育人的综合价值，进而实现“推动青少年文化学

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目标，它有益于促进学生在学校

体育中乐趣享受、人格健全、体质增强、意志锤炼“四位一体”

式发展。本文以三台县域校园足球为例，探究体教融合在三

台县域的发展情况 [1]。

2 三台县域中学校园足球发展的现状

三台县有着“足球之乡”之称，所属中学都创建为足

球特色学校，学校组建有校级男、女足代表队，各年级有男

女足代表队，各个班级有班级代表队。其中校级代表队常年

获得市、县级比赛优异成绩，并向上级学校输送大量足球人

才。每年校园足球联赛场次达上百场，参赛队员上千余人。

各学校还组织丰富的足球大课间活动，组建足球社团和足球

俱乐部，使足球真正融入了校园。但是，三台县的校园足球

在开展中也遇到诸多问题，例如足球水平参差不齐、师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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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欠缺、足球教学观念落后、学训矛盾严重、学生掌握困难、

技能与体能割裂、运动强度不达标等问题。

3 三台县域中学校园足球发展的问题分析

3.1 管理体系不全
自 2015 年以来，国家陆续发布针对校园足球发展规划

的措施，各地也随之推进与建立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学校

层面成立了关于校园足球建设的领导小组。三台县域中学均

成立了校园足球建设领导小组，由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负

责人，推进校园足球建设。但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还存在工

作重心不突出、职责分工不明确、项目落实不到位等情况，

这些问题反映校园足球管理尚未理顺，亟须学校负责人、中

层领导干部、全体体育教师等多层面的齐心协力才能夯实 [2]。

3.2 校园普及不够
在推广校园足球过程中，三台县大多数学校内都建设

了校园业余足球队，学生也有机会参加各级赛事，为学校和

个人获得荣誉，这有助于刺激足球运动的推广。但在推广中

发现，经常性参与足球运动的人员主要是从事足球运动的体

育特长生，其他学生因为学业问题等因素，较少参与到赛事

中来。校园足球普及，仍旧停留在口号上。

3.3 师资力量不强
当前国家不断加大中学校园足球的投入，更多的青少

年愿意加入足球运动中，但是专业的足球教师还很缺乏。足

球教师是中学校园足球的“实行者”和最直接的“管理者”，

也是推进“体教融合”理念的重要角色之一 [3]。近几年来大

多数喜欢并坚持足球教育的工作者，在目前学校的招聘体制

下还不足以达到考核标准，只能成为某俱乐部业余教练。有

编制的老师大多数属于躺平状态，他们很少出去学习，以至

于足球理论以及实践知识都很难得到提高。随着中学校园足

球现代化训练模式的应用与发展，学校本身的师资力量难以

满足足球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

3.4 培养体系不畅
校园足球建设体系的有序推进，为学校球员打开了提

升通道。但从三台县域中学的情况来看，仍然没有形成培养

人才的有效机制。各所学校没有专门的足球人才培养机制，

缺乏畅通的选拔和培养渠道，往往是顺其自然式的成长，很

难有大规模的人才融入中学校园特色足球体系中去。因此，

需要资源的全面整合、畅通渠道的建立以及足球人才的持续

培养 [4]。

4 三台县域中学校园足球在体教融合背景下
的发展策略探析

从 2015 年 7 月教育部等 6 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青

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文件的出台和校园足球号令的启

动，近年来，以三台县教体主管部门为主导的新时代校园足

球在推广普及、强化竞赛、培养师资、建设场地设施等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三台县域中学校园足球的发展在体教融

合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发展策略。

4.1 充分认识校园足球，明确重要意义

4.1.1 发展校园足球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指引下，在

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建设背景下，必须站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校园足球问题进行思考。21 世纪，

世界各个国家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竞

争。体育是德智体美劳“五育”之基，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支撑。“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

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

足球运动不仅为学生的未来成长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国家培

养高素质的后备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全面推进校园足球，这对于提升我国青少年的整体素质和国

家的体育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4.1.2 发展校园足球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举措
足球活动能有效缓解学习压力，而良好的竞争环境又

能培养健康的心理适应力和承受力，调整及维护参与者的心

理健康水平。加强校园足球建设，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

质，培养团队意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完善，增强意志

品质，强化心理承受力，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4.2 加强县区顶层设计，完善管理体系

4.2.1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校园足球整体管理
三台县委和县政府机构重视校园足球事业的发展，把

校园足球作为推动三台县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和

突破口，从多个方面进行组织规划，促进校园足球的发展。

在组织管理机构上，成立了由县人民政府县长为组长

的三台县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县足球改革发展工作、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工作。三台县人民政府为

促进足球发展，发布了《三台县足球工作发展规划（2015—

2025 年）》，制定了《三台县校园足球工作实施方案》。

县教育和体育局专门成立足球工作小组，负责全县校园足球

发展规划、场地建设、教学教研、赛事承办等各项工作。

为更好地推动校园足球的建设，三台县教育和体育局

要求各学校均要成立校园足球建设领导小组，由书记、校长

亲自担任组长，形成“一把手亲自抓”的良好格局。在学校

领导小组的统一指导下，各学校充分分析自身优劣，结合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实行一体化全校布局管理，有力地推动

校园足球良性发展 [5]。

4.2.2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校园足球保障机制
在足球经费方面，政府加大校园足球资金投入力度。

2015 年，县政府结合三台县实际情况，大力激活社会资本

700 余万元新建校园塑胶足球场 23 个。县教体局行政主管

部门要求各类学校将 3% 的生均公用经费用于校园足球，确

保校园足球活动正常开展，同时通过财政投入、上级补助、

社会捐赠等形式，多渠道筹校园足球发展资金，保障足球运

动健康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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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畅通人才培养渠道，搭建发展平台

4.3.1 加强选拔和培养，畅通学生成长渠道
在足球特色学校管理方面，坚持“足球从娃娃抓起”

理念，实施“校园足球工程”，建立起“金字塔式”训练机制，

形成以县业余体校、足球网点学校、足球特色学校为基础的

训练格局。三台县自主编写《三台县中小学生足球校本教材》

和《三台县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大力普及学生足球知识。

同时建立校园足球竞赛机制实施校园足球联赛，规范化开展

校园足球比赛，开展班级、年级、校级、学区、片区、县级

联赛，让足球比赛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三台县积极承

办青少年足球比赛，连续两年承办四川省青少年足球精英训

练营，连续三年承办四川省中学生五人制足球比赛和绵阳市

青少年足球联赛，全县每年举办的各种赛事可达 6000 余场。

通过系列训练和比赛，让足球少年迅速成长，完全打通了人

才培养的渠道。

4.3.2 加强培训和提升，搭建师资发展平台
为加强全县的校园足球建设，切实推进校园足球的开

展，三台县教体局一直注重校园足球教师队伍业务素质的提

高。特招足球专业教师、承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指导员讲

师暨国际足联草根足球教练员讲师培训班和中国足协 D 级

教练员培训班、常年开展县内学校校园足球教研活动和教练

员培训等一系列举措，为全县校园足球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师资支持。

4.4 体教整合共建新格局，推进校园足球双轨制
为了使校园足球拥有更高层面的专业指导和丰富资源，

为三台足球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注入新活力，2024 年 9 月，

三台县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足球管理中心、四川省足球协会签

订了《足球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县教体局与四川女子足球

俱乐部签订了共建协议。三台县建设标准的比赛场地作为四

川成年女子足球队主场，配套训练场地和相关的训练设施，

四川女子足球俱乐部在三台县共建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共

同培养高水平的足球后备人才和足球从业人员，引进高水平

教练，完善三台县的青训体系。双方共建各级梯队，打通青

少年球员的引进和输送渠道。此项举措为校园足球的发展提

供了更好的机遇和平台，大力促推足球文化的广泛传播和足

球竞技水平的提升，也极大地推动了三台县校园足球事业的

整体发展。

5 结语

在体教融合的依托下，足球运动成为体育教育中不可

分割的部分，校园足球不仅可以让学生的运动技能提高，还

可以培养中学生团队意识、规则意识和坚强品格以及不服输

的体育精神。多年来，三台县基于中学阶段一贯制发展的理

念，形成三个阶段的不同培养模式，完善了足球后备人才的

培养体系，在广泛开展校园足球运动的同时，融入体教融合，

使训练科学化系统化，从而保证同步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足球竞技水平和身体体能素质，在市、区各项各类比赛活动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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