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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国家领导人和教体司等各部门出台发布一系列校园足

球的文件，足球的发展也如火如荼，北、上、广、深沿海和

内陆一些发达城市也纷纷开展各种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足

球游戏、足球操、足球比赛和足球亲子等活动，但园所开展

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社会机构，归其原因是园所的硬件场

地、器材、资金等较为缺乏。到目前为止，关于青少年校园

的足球的研究在专家学者的研究下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关

于幼儿足球的空缺在校园足球中仍待完善。

2 中国凉山地区幼儿园、机构开展幼儿足球
活动的基本情况
2.1 幼儿足球活动在幼儿园及机构开展的近况

凉山州，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

区之一。教育基础薄弱，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凉山地

区当前还没有出台幼儿足球相关政策，近年有部分机构和组

织相继开展了部分足球活动和培训，但都是围绕青少年校园

足球开展的 [1]。截至目前，凉山州 3 所幼儿园成为全国足球

特色幼儿园，6 所中小学成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但幼儿足球文化的氛围仍然是空缺的，对幼儿足球的宣传力

度不大。此外，通过对凉山州 17 县市的走访观察，115 所

幼儿园中除三所足球特色幼儿园和县市部分机关幼儿园有

为幼儿提供足球玩耍，实质意义上的开展也是令人担忧。在

抽查的园所中，发现条件较好的公立和私立幼儿园都缺乏专

业的幼儿体育教师，开展的体育活动都是通过与校外合作购

买体能游戏课程的形式进行，由于凉山州有较为优越的篮球

群众基础，走访中发现幼儿更多是喜欢篮球，参加篮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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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比参加足球活动的多很多。

2.2 凉山地区幼儿园、机构足球活动内容
《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游戏活动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着重强调了要关注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根据幼儿

体育足球活动的特点，以足球活动为载体，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方式，通过游戏化的教学，为孩子提供广

泛的活动经验，增强身体素质，提高体适能，更加热爱体育

与运动。调查发现凉山地区幼儿足球活动的内容较为单一，

更多是把足球当做活动器械使用，如开展足球趣味比赛、足

球操表演、亲子活动等形式，并没有把足球当做一门课程来

带领小朋友练习 [2]。由于缺乏经过系统培训的老师和专业的

足球教练，小朋友们没有深入地了解过足球，开展活动时也

只能考虑选择 4~5 岁中班和大班的小朋友，把足球当做表

演道具在一些重要节假日和户外亲子活动中组织大家一起

进行以足球为载体的活动形式丰富的趣味活动。

2.3 幼儿园、机构负责人对开展幼儿足球活动的了
解情况分析

为保证幼儿足球活动的顺利开展，在论文研究过程中，

通过当面采访、微信、QQ 等形式，对幼儿园的园长、教师

以及机构负责人进行访谈（其中包括幼儿园园长 20 人、幼

儿园教师 25 人、机构负责人 2 人），深入了解凉山地区幼

儿园园所负责人和教师、机构负责人对开展幼儿足球活动的

支撑和了解程度（表 1），并根据访谈提纲征求幼儿园幼儿

足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3 所足球特色幼儿园的负责人表示

开展幼儿足球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重要意义，7 位园所负责

人表示开展是可以的，但是对幼儿足球没有全面的了解，也

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在幼儿课程当中开展幼儿足球活动。经过

深入沟通，为其介绍幼儿足球活动开展的相关政策后使其对

开展幼儿足球有更高的关注度，但其更关心的是怎么样才能

被认定为足球特色幼儿园，以为其增加生源 [3]。在对教师的

访谈中，大多数教师表示目前幼儿园开设的课程不论是内容

还是形式都很丰富，都满足《指南》要求，小朋友更多的是

喜欢舞蹈、唱歌、篮球、画画等项目，但究其实际原因是足

球在我们地区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综上所述，

幼儿足球的开展不仅需要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也需要教师

等思想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得到场地器械资金等的支持，不

能因为这些因素而影响幼儿足球的开展。

表 1 各园所负责人对幼儿足球了解程度统计

程度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总计

人数 249 45 76 370

比例 67% 12% 21% 100%

2.4 凉山地区幼儿足球教练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
幼儿足球教练对于开展好幼儿足球来说是重要的师资力

量，目前中国对于校园足球教练的需求量是巨大的，而对于

凉山地区幼儿足球教练队伍数量和质量在这种需求上都不

可言谈，很多具备足球知识技能的教练都不愿意选择到教育

资源薄弱的地区，其园所工资待遇差，领导负责人、家长对

开展幼儿足球的重视程度较低，还因为凉山是彝区，彝族人

口较多，在一些一村一幼的教学点正在推广学前学普，沟通

上还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很多有足球技能的教练都选择到

对足球重视普及推广好、场地设备完善的园所。由此，逐渐

拉大了幼儿足球的发展差距，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足球就不

能得到同步发展。

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不论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

园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园内能独立承担体育活动

的老师不具备专业的体育基础知识和足球专业技能知识，不

如专业足球教练的技能；另一方面，园内没有体育专业毕业

的老师从事幼儿体育活动和游戏，在机构聘请足球教练的成

本费用较高，因此都没有开设足球项目和培养足球教练。通

过访谈得知，有部分幼儿园有意愿通过与校外合作的方式聘

请教练进园开展足球活动，而机构教练表示他们的教练大多

是男性，几乎没有女性。通过表 2 的统计可以看出教练的性

别和年龄变化，多为在校实习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随着年

龄增大，人数减少。因为足球运动需要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

精力，年轻人有很大优势，但同时又缺乏教学经验。

表 2 教练年龄结构统计表

年龄 20~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0 岁以上 合计

人数 11 7 1 0 19

百分比 58% 37% 5% 0 100%

通过表 3 的数据我们得知，教练员的最低学历是大学专

科，本科生较少，没有研究生，大多都是在校的实习生。对

于专业性而言，大多都是体育专业的，但部分的专项不是足

球专项，是第二专项，执裁、参赛的经验几乎没有。幼儿足

球教练的专业性直接关系到后期足球教学水平的高低，也对

幼儿足球的启蒙产生着深刻影响。访谈还发现，受本地区足

球爱好者和俱乐部的发展环境影响，机构足球教练的流失比

较大，受其他项目的收入的影响，长期坚持的教练很少且年

龄较大。

表 3 教练学历与专业统计表

指标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学历

大学专科 8 42%

大学本科 9 47%

研究生及以上 2 11%

专业
体育专业 13 68%

非体育专业 6 32%

综上所述，凉山地区足球教练员的学历和专业性需要继

续提升，需要加强与体育专业院校的衔接，同时也可以考虑

建立足球专业教练师资教学团，幼儿招聘也考虑增加体育教

师专业岗位，用人单位也在积极开展足球专业技能线上线下

培训活动，提升本园教师足球教学能力，保障幼儿得到专业

全方位的指导，让家长也支持足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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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幼儿对足球的喜欢程度及对幼儿身心的影响
从表 4 可以看出，89.28% 的幼儿喜欢参与足球活动，

不喜欢足球活动的幼儿只有 4%，足球还是受到大多数幼儿

的喜爱的。在参与幼儿足球的男女人数中，喜欢足球的男生

占 41%，女生中 7% 喜欢足球。很多家长认为足球危险性较

高，容易被球踢到，女孩子晒黑不好看，女生应该学跳舞、

画画、主持等，传统守旧思想也导致了在校内最多看到 1~2

个女宝宝参与足球活动。此外，教练也表示很多自费学习足

球的宝宝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部分家长送宝宝假期学足球

是为了找一个托管场所顺便运动，避免在家一直玩电子产

品，很多宝宝在学习中跑多了、流汗多了回家之后就萎靡不

振，家长就认为是这个运动太危险，运动量太大了，慢慢地

由于孩子的表象反应就放弃了足球，还有理由是说教练流

动性大，家长对换教练表示不太理解。但教练也从家长和孩

子的反馈中得知，长期坚持足球的孩子性格、身体、饮食与

之前相比都有较大变化，有些宝宝在家长的长期鼓励和坚持

下，从最开始的不喜欢足球到催着来上课，上完课不想走还

要继续玩游戏，回家自主打卡练习，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

过足球练习潜移默化地影响形成的，孩子也变得懂规则、勇

敢主动了；另外最重要的是对幼儿身体的影响，促进了其肢

体协调能力，体态也发生了不小变化，体质也比之前增强了，

孩子变得爱学习、爱运动。

表 4 幼儿对足球的喜欢程度

性别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受访总人数

男
36.17% 48.93% 11.70% 3.19%

94
34 46 11 3

女
38.88% 44.44% 11.11% 5.55%

18
7 8 2 1

受访总人数 40 54 13 5 112

3 影响凉山地区幼儿足球开展的因素
3.1 凉山地区上级部门的支持力度和园所负责人的
重视程度

凉山州各级政府、教育局对幼儿足球重视程度不够，还

没有制定幼儿早期发展相关政策，凉山地区幼儿园园长对足

球运动的了解和支持力度不一，缺乏对足球运动开展的组织

领导职能，对足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因素 [4]。

3.2 幼儿园中足球配套场地和器材不完善和幼儿足
球师资薄弱

幼儿园中足球专业场地缺乏，足球器材配置数量较少，

器材品种较为单一，导致幼儿园在自行购置足球器材中存在

不专业、不健全的现象，以至于幼儿接受足球训练不系统。

幼儿园中男教师严重缺乏，几乎没有幼儿教师擅长足球技

能，幼儿教师执教足球时间普遍在 1 年及以下，幼儿教师参

与足球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发展动力不足，幼儿园足球运动

的推广受到了限制。

3.3 幼儿园中足球运动发展不均衡
凉山地区幼儿园中各个幼儿园在办学理念、足球开展的

年级、开展的形式、开展的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还没有幼

儿园拥有足球教学大纲，在足球教学环节的设计上缺乏科学

化，没有系统的教材指导，凉山地区幼儿园足球运动相较篮

球发展，足球受众和重视程度已经制约其发展。

4 结语
培训更多幼儿足球教练队伍，提高足球教练员的专业水

平。凉山地区教育体育局要组织幼儿教师进行足球技能培

训，在每年幼儿教师招聘中设立足球教师固定岗位，通过培

训现有教师和招聘足球专业教师等途径提高幼儿园足球教

师师资力量；足球教练必须通过用人单位严格的考核与培

训，幼儿园和机构之间可以举行教师足球友谊赛。出台校园

足球发展规划，构建幼儿园与小学足球联赛机制。各幼儿园

机构间可以精选一些运动健儿，各建立一支足球队，组织进

行幼儿足球友谊赛。加大对幼儿园等足球薄弱学校的资金帮

扶和技术指导力度，全方面打造凉山足球名片，为各个地区

幼儿足球发展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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