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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内涵及建设路径研究 

朱 荣1 考庆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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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

神文化三方面对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文化构建的现状及路径进行探索研究，继而为赣州市各大高校的体育部门提供

适宜的理论、实践参考。 

【关键词】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内涵；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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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文化是在师生在校园足球教学、竞赛中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其中物质文化是校园足球

文化的根本，其中书本资料、教学仪器、科研成果、场地设施都属于物质文化的范围；校园足球制度文化是保障，它包括法律

法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重要讲话、运行机制、活动竞赛、环境营造与管理模式；校园足球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精神文

化，主要体现在文化氛围、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健康价值等方面。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以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内涵及建设路径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并查阅了近 5 年与校园足球相关的学术论文，了解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的最新动态，并

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精读与归纳，为本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以赣州市 6 所高等院校从事足球教学工作的教师和部分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并发放问卷，其中足球教师共发放问卷

30份，有效回收 30份，有效回收率 100％。学生发放问卷 600份，回收 525份，回收率 87.5％。有效问卷为 500份，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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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3％。 

1.2.3专家访谈法 

笔者走访了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江西理工大学理学院管理、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军体部、赣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

育系、江西环境工程学院、赣南医学院等部分高校的专家和学者，了解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

通过这些访谈，获得了研究的可靠数据资料，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建议。 

12.4数理统计法 

对所搜集的数据采用 SPSS170 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物质文化 

2.1.1经费投入现状分析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中指：，从 2013 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每年对校园足

球的拨款将从 4 千万元调高到 5.6 千万元。通过对这六所高校的调查了解得知：赣州市也只有赣南师范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会

积极参加每年的大学生足球联赛，并且两所高校的比赛经费主要是来自于各个学校行政部门的拨款，报销范围只局限于在平时

比赛期间的交通、住宿、餐饮等费用，对于平时训练开支主要是由球队队员自费。然而，经走访赣州市相关体育部门得知：赣

州市相关体育部门对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的投入经费几乎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经费紧缺是阻碍赣州市高校足球运动发展的

一大障碍。 

2.1.2场地设施现状分析 

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学校缺乏适合开展足球运动场地的现象在全国其他省份都普遍存在，这也是制约我国高校校园足球

发展的一大瓶颈。通过笔者实地调查的结果显示：赣州市高校学生 17.7％的认为学校的足球场地设施比较满意，8％的同学认为

场地设施一般，另外有 74.3％的高校学生认为自己学校的足球场地设施少而差，满足不了他们踢足球的要求。这些学生普遍认

为学校学生人数多，足球运动对于参与人数以及场地要求会比其他运动项目要高得多，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地踢足球。最终

也只能无奈地选择放弃，转而选择健美操、羽毛球、篮球这种场地要求不高的运动项目作为课余锻炼的运动项目。这种场地拥

挤现象，导致同学们无法顺利地参与到足球活动中去，从根本上扼杀了同学们参与足球活动的积极性。 

2.1.3教练员体系现状分析 

从实际调查的 30名足球教师的情况得知：在赣州市高校足球教练员体系中，每个学校的足球教师基本满足教学需求，但仍

有 4667％的高校足球教师并非专业足球运动员，这些教师都是出于兴趣爱好而转行过来任教足球，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

从实战经验方面来看还是存在缺陷，容易导致训练方法不够科学，训练质量得不到保障的局面。在 30名足球教师中，有 86.67％

的教师学历达到硕士及以上，这是由于高校教师的聘任都是需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才能被录用，所以学历结构还是比较合理。

但副教授及以上只有 12人，所占比例仅为 40%；此外讲师或助教有 18人，占 60%，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赣州市高校足球教师的专

业职称素养函待提高，才能提高足球教学及科研水平。赣州市高校教师拥有 A 级教练员等级证书的仅有区区 9 人，对于高校足

球教师来说，没有足球专业教练员等级证书，说明这些足球教师在训练理论水平比较薄弱，也说明了高校足球教师自身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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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容易制约赣州市高校足球运动的发展。 

2.1.4运动员体系现状分析 

赣州市高校足球队伍与职业球队不同。高校球队运动员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专业或者校区的同学，因为专业课程不同很难

将他们约定在某个固定时间集中式的训练。如果要参加比赛多数的还是采用比较粗犷的赛前组队训练。这种训练模式跟职业球

员有所不同，高校足球队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足球训练上。因此，在高校的足球训练体系中，运动员体系的构建

存在着分散、不连贯、粗犷发展的现状。从高校足球训练体系构成的整体性方面来看是不系统、不科学的。 

2.2精神文化 

2.2.1学生意识行为问题 

2.2.1.1校园足球的价值观 

从高校学生对足球活动的价值认识的调查结果来看，86％的学生认为足球运动有助于放松心情，缓解压力；65％的学生认

为足球运动可以培养团队协作能力；83％的学生认为足球运动可以增进健康、培养个性；但 49％的学生认为参加校园足球耗费

的人力、物力、财力比较多，影响学业；65％的学生认为当前我国足球大环境不健康，“假球”“黑哨”事件时有发生而不喜欢

踢足球；79％的高校学生认为足球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项目，他们害怕足球运动对他们的身体带来伤害而拒绝参与。还有 57％

的学生认为报考大学只有通过体育特长的学生才能报考足球专项，并且只有赣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才会以单招形

式招收足球特长学生，并且在将来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会直接框定拥有兵、羽、网等一定运动技能者优先。面对就业前景的压力，

很多学生都会果断的放弃足球运动。 

2.2.12校园足球的风气 

校园足球风气是指由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具有普遍自觉的足球行为、习惯。从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三成

的学校能坚持每年举办校足球联赛，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足球社团组织过与足球有关的摄影、征文或者足球节等活动。由此观之，

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的建设情况非常滞后，没有形成浓厚的足球风气。因此，学校需要大力加强校园足球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推动学校校园足球良好风气的形成。 

2.2.2领导意识问题 

一个运动项目能否在校园得到长足发展在很大程度都取决于领导的意识程度和支持力度。通过对赣州市 6 所高校的体育主

管领导的访谈得知：虽然目前我国的体育已经发展到了世界强国的水平，但中国足球的发展前景在国人眼中却是令人唏嘘不已。

高校校园足球想要在比赛中取得骄人成绩，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建设和规划的过程，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做后

盾。 

甚至由于其高投入，低回报，影响力不大，得不到回报的性质，很多领导并不倾向发展高校足球运动。还有的高校领导甚

至直接以健美操、篮球、街舞、羽毛球、网球等这些观赏价值高、开展容易、投入低、影响力广的运动项目取缔了高校足球等

相关活动开展。 

2.2.3家长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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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长的意识间题的调查结果得知：尽管众多学生家长都比较喜欢看足球比赛，有些甚至还是一些足球迷，但是 86％的家

长们都普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练习足球，认为当前国内足球环境比较差，家长们看不到踢足球能给孩子的前途带来任何益处；

69％的家长认为足球是项非常危险的运动，稍有不慎就会致使受伤，甚至还会落下终身残疾。家长的这种片面价值观无疑是为

赣州市高校校园足球的发展道路增添了一块挡路石。 

2.3制度文化 

2.3.1高校足球运动的政策保障 

随着青少年“校园足球”政策的颁布，使得我国中小学校园足球在发展过程中有了政策保障。而对于高校来讲，高校足球

运动的发展仍处于摸索、不成熟的时期。没有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政策，为高校足球运动的发展指明道路，可以说高校校园足球

政策保障似乎还是一个未知。 

2.3.2高校足球联赛交流平台 

高校的足球赛事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能带动高校足球运动水平的整体提升，还可通过比赛水平和观赏性的提高带动

整个高校足球氛围的升华。在实地走访中得知：在赣州市除了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外，几乎没有任何赛事为各

大高校足球队伍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在赣州市各大高校中，只有赣南师范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有自己稳定的代表队伍，其他

院校都因为学校经费投入少，缺少正规的训练队伍，队员水平偏低，在平时也没有更多彼此交流展示的机会的缘故，调动不了

各大高校足球的发展动力，无法激起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 

2.4高校足球教练员的评价机制 

通过对赣州市 6 大高校的足球教师的访谈得知：组建足球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带队训练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体

育教师不仅要完成日常教学工作量的同时还要利用个人时间组织训练和比赛，他们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却没纳入基本课时和基本

补贴，对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也没有帮助，超负荷的工作量却没有合理的薪资待遇，缺乏一套完善的教练员评价机制将直接导

致高校足球教练员们缺乏积极性，最终带动不了高校足球运动的发展。因此，建立高校足球教练员的评价机制政策，这都是相

关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赣州市高校足球运动的发展路径研究 

3.1以物质文化为基础，拓宽经费来源 

足球场地设施是校园足球文化的物质基础，是学生开展足球活动的重要媒介。据了解，大学阶段的联赛的经费是由教育部

拨款。尽管如此，高校校园足球的资金消耗比较大，单靠教育部下拨的经费来发展高校足球，恐怕只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

高校还必须依靠学校本身的影响力向外界大力宣传，吸收外来资金的注入，才能活化校园足球运动的开展。比如将自身的体育

场地设施，对外开放，增加经费收入，最终反哺于高校足球的发展。 

其次，应该联合社会资源，与社会上的企业、单位建立合作机制，通过赞助的形式，为高校校园足球的开展吸纳更多的资

金来源。为了避免高校大学生参加足球活动造成场地不足的场面，高校还应增加足球场地数量，比如在 11人制场地的基础上，

建设若干个 7 人制或 5 人制的小足球场地。还可以在场地周围增加照明设备，可供学生进行晚间活动，提高场地的利用率，使

得更多的学生能享受到踢球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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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加强足球师资力量的建设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队伍水平的高低与其队伍的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息息相关。优秀教练员的指导是高校足球运

动水平得以提升的关键。因此各级教育部门以及体育部门要加大对教练员队伍的培训力度，各高校也应提供教练员培训、进修

等学习机会，同时高校足球教练员本身也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专项业务能力，要努力重视自身执教资格的

培训。 

3.3建立完善的教练员评价机制 

教练员这一角色在球队的地位犹如是一只领头羊，在高校校园足球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训练或者比赛都需要

教练员的参与主导。因此，教练员的积极性，也间接影响一所高校校园足球发展的状况。因此，建立完善的教练员评价机制，

奖励那些在工作中杰出贡献的教练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点燃教练员们的工作热情，对于推动高校校园足球的发展至关重

要。 

3.4高校领导重视和支持校园足球的开展 

首先，学校有关领导从本质上认识开展校园足球的重要性，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校园足球号召，加强校园足球活动的宣传工

作，才能将高校校园足球运动开展的规模扩大。其次，学校还要重视足球相关组织的作用，比如足球社团的建设，定期举办足

球相关活动，普及足球知识；定期举行院系间的足球赛，通过比赛来调动学生参与足球活动的积极性，并能选拔优秀运动员组

成校足球队，参与校际间以及县、市、省级的足球比赛。让他们在足球活动中寻求自身价值和释放压力的途径。 

3.5营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吸引更多的高校学生参加足球运动 

赣州市高校应依托学生会、学生社团等举办“足球文化节”等相关活动，打造一些有影响力的足球赛事，配备专业的教师

或培训人员对学生普及急救意识，进行正确有效的组织、引导。还要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健康讲座，拓宽信息传播渠道和宣传渠

道，使大家正视足球运动的危险性，以及如何有效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加强安全风险防控。 

此外，学校方面可以实行“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属于以支定收，覆盖面大，而且先行赔付，免责保

障。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球员评价机制。体育职能部门必须联合教育部门认清事实，可以用奖学金的方式鼓励优秀的球员，

让学生们明白，不仅学习好可以拿到奖学金，球踢得好照样可以拿到奖学金。通过这些措施，让更多的学生喜爱足球，参与足

球，亲身感受到足球的氛围。 

3.6以足球竞赛活动为关键点，加强竞赛组织及管理制度 

首先，高校体育的管理部门应积极开展与足球课外活动，如定期组织班级赛、系与系之间的比赛、学校之间的比赛，从而

形成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实现校园足球在赣州市高校范围内的全面发展。其次，加大对竞赛组织的管理制度，增加竞赛组织

的评估体系，建设有力的监督机构，严厉打击违规比赛的行为，严格审查运动员参赛资格，让竟赛组织管理真正实现管理的合

理、公平、公正
[2]
 

4 结论 

足球运动作为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在我国的发展也是比较悠久。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中还存在众多的

不足，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把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建设作为一项长期而又繁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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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通过全社会的齐心协力才能将这项文化工程科学、健康、循序渐进地完成。 

参考文献 

[1]李纪霞.徐仰才“校园足球文化内涵及其建设路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辽宁体育科技，2015仍 7) 

[2]王立军.甘肃省高校校园足球开展状况与发展对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2013 

[3]侯学华.薛立，陈亚中等校园足球文化内涵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3(06) 

[4]郭小苏.李亚华，史强等安徽省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研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1) 

[5]王成刚.我国部分高校足球运动的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2013 

[6]艾抚建.江西省部分本科院校公共体育足球选项课课程建设的调查研究[J]江西：江西科技师范师范大学 2013 

[7]宋琦.天津市高校校园足球开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综述，2014(32) 

[8]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