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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
改革重启

但示范动作完全不规范，很快招致

行业集体批评，央视解说员董午志

评说：“自己做的都是错误动作，

怎么教孩子！”

眼下，已经有足校通过与足球

特色学校的共建，为校园足球执教

水平的提高打开探索之门。比如去

年 8 月，恒大足校与全国 15 省 30

所校园足球特色校共建青训中心，

派驻亚足联B级以上教练进驻校园，

培训提升学校基层教练专业和水平，

扩大中国精英足球人才基数，覆盖

超 3 万名学生。

在教育部关于校园足球的规划

中，提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要班班

有球队，周周有比赛 ; 在校内联赛的

基础上，完善小学、初中、高中和

大学联赛 ; 在联赛的基础上，完善选

拔性竞赛和夏令营。但总体来看，

校园足球是一个系统、长线的工程，

在实践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出现的

问题，需要上下合力磨合。无论是

足球制度的设计、文化的渗透、资

金的投入、场地的建设、专业化的

足球训练、全国性的普及，需要经

历的是漫长的探索。

教育部还曾定下过目标，在

2020年校园足球场地达到83726块。

这个目标是否达成，目前尚无报道，

但我们希望这星星点点的几万块绿

茵场，能长出关于中国足球的梦想，

在中国足协青训体系里面，会有越

来越多的来自校园足球联赛中表现

优异的孩子。

社会足球应眼光向下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甘肃省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

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发展的序幕。

此后几年间，国务院及各部门陆续

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推进校园足

球的建设。有数据表明，在 2015 至

2017 年间，中央累计投入了 6.48 亿

元校园足球扶持基金，并带动各省

区市投入 200 亿元。截至目前，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超过了 2

万所。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要求，到 2025 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数量将达到 5 万所。

曾经跻身中超 2019 赛季最佳新

人候选人之列的山东鲁能队球员段

刘愚，在联赛和国奥队中都崭露头

角，而他正是出自深圳翠园中学高

中部“竞赛班”。深圳翠园教育集

团总校长韩冬青认为，校园培养优

秀球员的发展模式“要比体校更长

远，对孩子一生的发展也更好”。

学校由于掌握教育资源，尤其是升

学方面的优势，对孩子和家长无疑

更具吸引力。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去

年在介绍校园足球最新进展时说道：

“现在高水平的足球苗子开始出现

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走回头路。

我们要求，足球特色校里每一个孩

子都要学会踢足球。”

不过，中国青训落后局面尚

未扭转，承担着普及任务的校园足

球同样面临严峻考验。人民日报在

2019 年底曾发文指出，读书踢球需

要选择、体教兼容仍是校园足球发

展的困难。

文章举例，当年夏天，北京人

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的 7 名高三

学生接到了一家中超俱乐部的试训

邀请，但家长都希望孩子先参加高

考。高考结束，7名球员被北京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录取，最终没

有一人选择试训走职业足球之路。

三高俱乐部秘书长李连江也颇为无

奈：“这几个孩子有的甚至具备国

青队水平，就此与职业足球告别。

我们很多好苗子没有出现在足球青

训系统之内，但也要理解学生和家

长的选择，毕竟职业足球这条路不

好走。”

曾在中超大连队执教的名帅贝

尼特斯贝帅认为，中国校园必须要

做好设计，让那些踢球的学生也能

上大学，要“学生学习好也能踢球

好”。当然，这也需要那些踢球的

学生付出比普通学生更多的努力。

近几年，教育和体育部门都在

三大球特别是足球的后备培养上开

始发力，学校与体校，学校与职业

俱乐部、社会俱乐部联办的模式在

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探索。让孩子

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不脱离基础教

育，是各方共识，但运动员注册、

赛事体系等如何兼容，依然存在挑

战。

另一方面，校园在培养高水平

足球人才方面的短板也显而易见。

缺少高水平教练、高水平赛事和完

备的各项保障。随着校园足球的普

及，中国足球人口会迅速增长，但

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教练，即使足球

人口基数庞大，也难培养出高质量

的球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一份面向

国内近万所中小学的调查显示，91%

的校长认为，专业教练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是校园足球成材率低的最

大瓶颈。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 142

万人才有一名 A 级教练，而德国平

均每 2 万人就有一名 A 级教练。

2018 年，一位青训教练在教学

视频中演示最基本的传接球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