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小小学学足足球球课课有有教教材材了了
首部统一教材月底面世，教练们渴望家长支持孩子踢球

足球老师的心愿

希望学校重视，渴望家长支持

校园足球如何才能更进一步？
采访中，多名足球教练员表示，有
了教材、教练员、场地，最为关键的
是要有学生热爱足球并能上场踢
球。而学生能不能踢球，取决于家
长的态度。渴望家长的支持成为几
名教练员的一致心声。

一名足球教练员告诉记者，很
多小学生踢球踢得很好，但一旦上
了初中，在家长的压力下，往往会
放弃足球，一心用在学习上。“尽管
孩子也喜欢足球，但家长认为会耽
误学习，而升学无疑是更为重要
的。”这名教练员坦言，很多家长认
为孩子继续踢足球，将来没有什么
前途和出路。“你看看我们学校，初
三的学生踢足球的一个也没有。”
另外一所中学的足球教练员说。

“校园足球要有一个出口，并
扩大出口。”于文清回忆说，上世纪
90年代，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后，
济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涌现了十

几家少儿足球俱乐部，那时候很多
家长都对孩子踢球充满热情。但后
来泡沫破灭，热情迅速消退，很多
家长对于孩子踢球很抵触。

公忠民也给记者举例，以前山
东有十几所大学招收足球高水平
运动员，但现在仅剩下4所。“在升
学压力下，家长是否愿意让孩子每
天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练足球？”

“没有出口，怎么能有入口呢？要让
踢球的孩子有上升的空间。”他表
示，寒暑假家长都热衷于把孩子送
进各种文化课辅导班，很少有人乐
意把孩子扔进足球场。

另外，提高学校足球教练员的
待遇，让他们全身心地付出，也成
为不少基层教练员的心声。

“希望足球教材出来之后，足
球的训练热情能够得到进一步激
发，得到学校的支持、家长的重视
和老师的鼓励。”山师附小相关足
球教练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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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现状

多数学校无专职教练，更缺乏场地

本月底，首部中小学足球教材
编成，但何时进入省城中小学校，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将来有了教
材，学生就能学会踢球吗？对此，多
名学校足球教练员都表示，教材只
是第一步，下一步关键看怎么把教
材的内容教给学生。

“ 有 了 教 材 ，没 有 老 师 怎 么
办？”“有了老师，老师吃不透教材
怎么办？”“足球，毕竟要到球场上
去踢”，采访中，多名足球教练员表
达了内心的忧虑。

据了解，目前制约校园足球发
展的因素还有很多，师资力量和足
球场地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两个因
素。日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名单公示，济南市共有9所
小学、5所初中、4所高中、6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入围。

其中，山师附小有四名专业的
足球教练员，甸柳一中有三名专职
足球教练员，泉城中学有两名。多
数学校仅有一名足球教练员。

“我们学校有三个教练，在济南
市的学校中算是很多的了，但从全
国看，并不算多。”甸柳一中足球教
练员于文清说，前不久他们刚刚在
厦门二中获得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
杯比赛的第四名，厦门二中共有10
名教练员。

但即使在这些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里，有的足球教练员并非专业出
身。“我不是体育专业出身，之前对足

球也谈不上喜欢，技术更是相当一
般。”济南某小学的足球教练告诉记
者，他是中文专业毕业，之前是一名
语文老师，当学校足球队的教练只不
过是“半路出家”。

“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自学。”
这名教练购买了青少年足球训练
的书籍，并从网上下载相关的训练
视频。由于不懂足球理论知识，他
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比赛中，让
队员们“以赛代练”。

“教材有了，作为教练员一定
要先吃透，如果自己都不了解，怎
么教给学生？”于文清建议有关部
门 先 对 校 园 足 球 教 练 员 进 行 培
训。

场地则是校园足球发展的又
一瓶颈。“济南市中小学校中有标
准足球场地的很少，个别新建学校
可能有。”泉城中学足球教练员公
忠民说，他们学校的足球场地为80
米长、50米宽，已经算不错了。“我
们的足球场地长84米，宽38米，虽
然不标准，但很多学校还不具备这
样的场地。”于文清告诉记者。据
悉，按照国际标准，足球比赛场地
长度最短100米，最长110米；宽度
最短64米，最长75米。

“对我们学校来说，场地是个
大问题。”山师附小相关足球教练
员坦言，学校场地非常小，周末只
能借用山师附中或者山东师范大
学的足球场进行训练。

首部足球教材

共七册，3D图像技术展示足球技巧

据了解，由足球教育专家、中小
学教研员、一线体育教师共同编写
的《中小学校园足球教材》将于本月
底编写完成。共分七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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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对足球知识、技战术技能进
行基础性讲授外，教材还着重对学生
团队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等品
质的培养。并首次采用3D图像技术，
展示足球技巧。

“既然足球进校园，就应该有一
本这样的教材。”济南甸柳一中足球
队主教练于文清表示，目前不仅没
有一部统一的中小学足球教材，各
个学校也基本没有自己的教材。“学
校的足球教练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
教学。”2011年9月，甸柳一中于文
清、张世谨、张群歌三名教练编写了

《甸柳一中足球校本课程教案》，但
只是教练所有，利用内堂体育课给
学生讲一讲，还没有形成教材。

于文清认为，有了足球教材，会
让学生对足球知识、技战术技能有
个基础性了解。“作为学校的基层足
球教练员，也应该有依托的教材，不
能全凭自己的经验。”他表示，如果
有的教练员并非足球专业出身，更
需要有一本指导书。“教材会告诉我
们，足球该怎么练，练什么。”比如，
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有不同的训
练标准和训练方法。

济南泉城中学足球队主教练公
忠民也认为，足球教材的问世，对于
学生足球兴趣的培养、练习方法的
学习是很重要的。“足球教材的编写
具有指向标作用，对于以后的足球
教学有指导意义，也能够提高学生
家长对于足球训练的重视。”山师附
小相关足球教练员表示。

本月底，人民教育出版社将编成首部中小学足球教材，“足球进校园”终
于有教材可依。教材的诞生能否给校园足球腾飞插上翅膀？除了教材，校园足
球的发展还需要哪些助推剂？18日，记者采访了省城多名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
教练员。

本报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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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柳一中每个班都有足球队，班与班之间经常在球场上较量。该校足球队前不久刚获得
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比赛第四名的不俗战绩。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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