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１

浅谈校园足球文化的建构 ①

———以长沙德馨园小学为例

唐奎１，周赛２，陈今照１

（１．长沙德馨园小学；２．长沙雅礼中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对于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升和人体机能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不仅能满足加快
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要求，也可以提高足球发展水平和成就中国足球梦。主要从校园文化构建的层次结构和长沙德

馨园小学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现状两个方面，对校园足球文化构建进行简单的研究，从校园足球物质文化、校园足球精神

文化、校园足球制度文化及校园足球行为文化四个层次结构提出构建校园足球文化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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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享有世界第一运动的美誉，深受世界人民的追捧。世界杯比赛期间，超过２１３个国家和地
区转播，共有超过２８８亿人次观看４１１００小时的比赛，观众范围覆盖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多数国
家，而观看人次的数值是地球人口总数量的４倍多［１］。足球魅力如此之大，究其根源，还是基于足球所

具有的独特文化优势：文化的同一性。这种特征超越了年龄、性别、种族、肤色、阶级等方面的差异，使其

成为世界通用的共同“语言”。换言之，足球超越了世俗眼光成为世界统一认同的文化视觉盛宴。

往往一个国家足球运动的水平从看这个国家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水平就能知晓。２００９年正式启动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此项活动主要目的是普及校园足球的开展，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参与到足球项

目来，在活动中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我国足球运动发展的水平较低，并在近些年来出现

假球、赌球、黑球、黑哨等不良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和信心，从而使得足

球后备人才严重不足。前恒大足球俱乐部教练里皮率领球队称霸中超并在２０１３年夺得亚冠的荣耀战
绩，在新闻发布中里皮直言：“中国是一个缺乏真正足球文化的国家，而且国家队水平仍然很落后。在

中国是没有足球文化传统的，孩子们都不踢足球，而且在学校里老师也是不教足球的。”归根结底这与

我国足球文化的底蕴息息相关。针对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现状，本文拟从文化建设这一角度出发，

引导我国校园足球的健康发展。

１　校园足球的文化内涵
１．１　校园足球的文化内涵

何为文化？何为足球文化？何为校园足球文化？“文化”在《辞海》中是这样阐述的：从广义上指人

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不同的学科对文化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哲学角度解释文化，认为文化从

本质上讲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从

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文化即使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绝对排他的。“足球文化”是以足球运动主体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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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态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是世界各地域人群通过从事足球活动，围绕本体特征不断总结、创新、发

展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物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总称。通过对“文化”和“足球文化”的

内涵认识，本文认为“校园足球文化”是在校园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全校师生在足球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表现为师生进行校园足球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制度、理念、精神，以及

其获得的技能与行为习惯。

１．２　校园足球文化的层次结构
依据文化内部结构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层次。结合校园足球

的特征，本文也将校园文化的层次结构归纳为物质文化系统、精神文化系统、制度文化系统及行为文化

系统四个层次。

１）校园足球物质文化系统。校园足球物质文化是指校园足球活动主体在认识、改造、适应、控制足
球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为校园足球活动的器材场地设施及师资力量构成，是一种可感知的、

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实物。校园足球的物质文化是校园足球参与者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化成果之

一，是进行校园足球活动的基础条件。

２）校园足球精神文化系统。校园足球精神文化是指校园足球活动主体在参与校园足球活动实践
过程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表现为足球活动的行为准则、思想

观念、价值观念，是校园足球运动的 “灵魂”与生命源泉，同时也是校园足球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

需要。

３）校园足球制度文化系统。校园足球制度文化是指校园足球主体在参与校园足球活动过程中建
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是调控和制定校园足球活动中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总

称，表现为校园足球中人的角色、地位和活动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规则和制度等。校园足球

文化制度是开展校园足球的前提保障。

４）校园足球行为文化系统。校园足球行为文化是指校园足球主体在参与校园足球活动过程中形
成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环境，是校园足球的核心。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学生是校园足球文

化建设的核心［２］。其中价值取向包括目标、理念及精神；行为方式包括足球竞赛、礼仪及游戏；行为环

境包括学校足球环境。

２　长沙德馨园小学足球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在长沙德馨园小学校本教材《我爱足球》中，前任校长陈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孩子们，也许我们

不会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甚至，我们将来从事的职业也与足球毫不相干。但是我们在小学这段时期

与足球的美好相遇，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意志品质更加坚强，会让我们的人生和整个社会更加

丰富！”。

２．１　长沙德馨园小学足球物质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由于足球运动具有实践性的特质，足球文化的传递和继承以及整体知识的掌握运用，都与活动和练

习紧密联系，而学校足球环境直接影响着校园足球运动工作的开展。在２００７年８月之前，长沙德馨园
小学的体育课在学校一块完全不能用于体育锻炼的水泥坪上进行的。后来学校依托社会力量，建立了

一块２５００平米的人造草皮足球场以及添置大量足球教学训练器材，组织校际赛事，举办对外邀请赛，
开展经验交流活动。

一支优秀的教练员队伍是校园足球发展的前提条件。长沙德馨园小学通过临聘等方式聘请８名具
有国家Ｂ、Ｃ、Ｄ级足球教练职业资质的教练员。各年级均配有教练，并有守门员专职教练。学校为了不
断提高教练员水平，安排足球教练员定期在外进行专业培训。在长沙德馨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的路上，

还有一支特殊的指导员队伍。这支队伍由所有班主任组成，主要负责组织班级球队积极参赛和观赛。

赛场上她们是专业的啦啦队队长。她们带领本班的足球宝贝———所有没参加比赛的学生为班级球队加

油鼓劲。本班没有参与比赛时，她们会组织全班学生观看比赛，正因为各个班主任的积极响应参与，长

沙德馨园小学足球运动的参与率达到了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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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长沙德馨园小学足球精神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以球育德，以球促智，以球健体”是长沙德馨园小学确立的以足球为载体、办好人们满意的教育的

基本落脚点。从２０１０年来，长沙德馨园小学将每年五月设为校园足球月，开展以“我爱足球”为主题的
系列活动。既有以足球为主题的班队活动、足球啦啦操比赛等团体项目，又有以足球为主体的书法、手

工及队徽设计等个人项目。据长沙德馨园小学官方统计，前三届共计收到征文、绘画、电脑小报、摄影等

６千多件作品。这些作品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精致漂亮，凝聚着师生家长的心血，感人至深。一位学生
妈妈的征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看到在那开阔的绿茵足球场上，他尽情的奔跑着，时而高兴，时而忧伤，

时而激动，时而自豪；看到他和他爸爸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时而紧张，时而欢呼，时而高谈

阔论。因为足球，我们找到了和孩子的共同话题；因为足球，我们看到了一个积极向上阳光健康的孩子；

因为足球，我们全家有了更多的快乐。我由衷感谢足球！”

２．３　长沙德馨园小学足球制度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有效保证校园足球特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为使特色工作常态化，长沙德馨园小学先后不断完善了

《长沙德馨园小学“特色班级”评选细则》、《优秀班主任评选方法》、《星级球员评选细则》、《最佳阵容、

球员、守门员评选方法》、《班级对抗赛规程》、《“德馨杯”总决赛规程》、《“德馨杯”总决赛奖励方案》、

《雨花区“德馨杯”小学生足球邀请赛规程》等规章制度章程。还在《星级球员评选细则》中纳入对品德

修养、文化学习的要求，消除了家长对足球特长的学习会影响文化学习的顾虑。相关制度的建设以及完

善让足球这一特色工作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确保其得到又快又好的发展。

２．４　长沙德馨园小学足球行为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球员队伍的稳定是足球发展的前提保障。长沙德馨园小学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两支球员

队伍。其中一支队伍是校队，队员来自于各年级，阵容强大，后备力量十分充足。另一支队伍是班级队，

全校共有３４个教学班，每个班都有由１５名学生组成的班级足球队。从２００７年９月至今，每学期“德馨
杯”班级足球联赛贯穿大半个学期从第二周至第十五周，每周开展一至两次的五人制足球赛，每次同时

举行３场比赛（冠亚军决赛为七人制），在一年时间内全校师生能观赏到近百场比赛。该赛事特点是全
校学生都参与进来，每班都有各自的班级队和足球啦啦队，各个班级的正副班主任临场组织学生观看比

赛。比赛由校长亲自主持，激情慷慨生动有趣的解说激发了全场队员的斗志并激励场下观众的观赛热

情。比赛还由学生上场执法担任裁判，培养了学生足球多元化的能力。比赛还设立专项奖励，举办较为

正式的颁奖仪式。

从２００８年５月开始长沙德馨园小学举办每年一届的“德馨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前七届共吸引了
２００支队伍前来参赛。在２０１５年的第八届“德馨杯”参赛队伍中有来自长沙雨花区、芙蓉区、岳麓区、开
福区、天心区的本土球队，湖南省内的湘潭、衡阳、益阳、常德、株洲的学校队伍，更有广东、山东、内蒙古、

上海、重庆、江西多支外省队伍共计８２支队伍前来参赛。“德馨杯”校园足球邀请赛极为有效地提高了
长沙市乃至湖南省的小学生足球水平。每年妇女节、教师节，由５０多名在校女教师、２０多名在校男教
师按年龄及性别分为４个组开展教职工足球赛，女教师们抛开往日的矜持，在球场上冲锋陷阵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从２０１５年上期开始，德馨园小学把校足球队的家长按照年级分成５支队伍，利用周末时
间进行“德甲”足球联赛—德馨园甲级联赛，有各自的足球教练员担任裁判。“德甲”足球联赛架起了一

座教练员与家长沟通的桥梁。

３　校园足球文化建设路径
校园足球文化建设可以通过树立校园足球文化理念，保证校园足球运动的有序开展；灵活开展校园

足球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等方式，推动青少年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３．１　树立校园足球文化理念，保证校园足球运动的有序开展
校园足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人心的足球文化理念，从而保证校园足球运动的有序开展。首先，

学校要加强对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将足球运动与学生的成长及文化学习联系起来，使足球成

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的身体动作发展规律，制订相关的足球文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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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定期开展足球比赛或者有关足球的文艺活动，并建立健全竞赛规则，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接触

足球并培养学习兴趣。

其次，学校要加大投资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场地的建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并

保证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安全性，多元化校园文化活动，并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在这种浓郁的校园足球文

化氛围当中更加喜爱足球运动，营造一种良好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

另外，学校也要善于与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协商，力争政府的鼓励与支持，组织并参与一

些校内、校外的足球比赛活动，检验学生的足球水平，从而使学生掌握更多的足球运动技术，在交流中学

习他人的优秀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并在足球比赛中，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真正

展现校园足球文化的意义价值。

３．２　定期开展校园足球文化活动，提升学生的足球综合技能水平
学校应积极响应阳光体育运动的号召，开展校园足球文化活动，加强宣传教育指导，使每一位青少

年都能够对足球有所认识、有所接触，并产生浓厚的足球锻炼兴趣积极参与到足球锻炼过程当中，营造

浓郁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足球综合水平。

例如，学校可以在每个月开展一次足球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可以以足球比赛或足球文艺类活动的形

式开展。足球文艺类活动可以以足球知识竞答、足球知识科普活动等方式来开展。学校可以借助校园

广播以及多种信息技术手段，辅助足球知识宣传活动。同时，在体育课程中，体育教师要注意传授一些

足球文化知识，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足球的魅力和足球运动的乐趣。另外，学校也可以将足球元

素融入校园广播操当中，丰富校园广播操的形式，促进校园足球文化的创新［３］。

同时，学校可以专门聘请足球教练，指导学生学习专业化的足球运动技巧，使学生的足球技能水平

更加专业化，对于一些具有足球运动兴趣的学生，可以进行适当的潜能挖掘。如果学生具备一定的足球

运动天赋，可以在父母的支持下进行重点培养。构建校园足球文化，要让足球运动在校园中普及化，全

校范围内都洋溢着足球的气息，使师生热爱并积极参与足球运动，促进足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３．３　注重日常足球外显文化设计，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
学校中的日常外显文化设计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校园足球文化构建

的过程当中，要充分借助校园足球外显文化设计，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足球产生深刻的理解，并积极

参与足球运动。

例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为每个班级设计一个足球口号队徽，使每个班级都能够拥有自己独具特色

的足球口号队徽。其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可以通过张贴足球明星海报、在学校的墙报上张贴足球知

识讲解等内容，使校园处处充满足球元素，在构建校园足球文化的同时，促进中国足球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

４　结语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未来，通过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可以让更多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体育锻炼，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更能培养其拼搏进取、团结合作的精神。校园

足球文化的构建对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对于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鉴于我国

的足球运动和足球文化的问题和不足，通过校园足球文化的构建这个载体，让校园足球乃至中国足球更

好、更健康地持续发展下去，这样中国足球才有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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