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4), 922-92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24   

文章引用: 李悦悦. 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的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分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4): 922-927.  
DOI: 10.12677/ass.2021.104124 

 
 

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的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

演变分析 

李悦悦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北京 
 

 
收稿日期：2021年3月15日；录用日期：2021年4月13日；发布日期：2021年4月21日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选取2009年至2020年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以

及其他各部委发布的校园足球相关政策文件，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从物质文化层次、制度文化层次、

精神文化层次三个维度对校园足球政策进行价值取向分析，深入探讨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的特点，为

未来校园足球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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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material study,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ampus football policy documents from 2009 to 2020 which are from the Stat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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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ministries. 
Based on the three cultural structure theory, this paper is from the material cultural level, institu-
tional cultural level and spiritual cultural level to analyze the campus football policy value orien-
tation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 hoping to provide the value guidance for policy formu-
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uture campus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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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推动阳光体育运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于 2009 年发布《关于开展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并在全国启动了“校园足球活动”。从此，校园足球作为学校体育

改革的重要工作内容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校园足球的健

康发展。 
价值取向作为主体行为意志的表达，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时具有重要意义，是政策目标实现的

关键所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策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关系着校园

足球的进步和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影响着校园足球活动目标的确定、人才培养体系的确立以及校园足

球功能的定位。在党中央和国家的努力下，10 余年来校园足球发展体系日趋成熟，各级政府对校园足球

也更加重视，但是当前校园足球改革发展中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校园足球价值认识不充分、资源

条件明显短缺等问题。因此，从顶层设计上回顾校园足球政策的演变历程，借助文化层次理论厘清校园

足球的政策价值取向，对于认清校园足球发展存在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校园足球、精心谋划新时期校园

足球工作、实现校园足球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相关理论 

2.1. 文化三结构理论 

文化结构是指文化涉及的各种要素在特定文化系统内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1]。在文

化学上，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将文化结构划分为多种类型。余英时教授在谈到文化变迁时，指

出文化结构“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然后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2]。
庞朴先生借鉴余英时教授的文化变迁四层次理论，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一文中，提出文化三层次

理论，即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观念价值文化层。他解释道“文化的最表层是物质层面，即马克思

所说的‘第二自然’；而最深层的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宗教信念、思维方式

等；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心物结合的部分，一切外物中所蕴涵的人的思想，都包括在这一层中。”[3]后来

通过学者们的不断修正，这一观点最终形成了包含“物质、制度、精神”的文化三结构理论，并在我国

文化理论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本文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分别从场地设施、资金支持、管理机制、制度建

设以及思想本质等角度分析不同时期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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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价值取向 

要厘清政策价值取向，首先要弄清楚价值这一概念的内涵。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

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4]，“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

关系的物质属性”[5]。价值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社会存在对于人们意识的一种反映，表现为一定主体

所具有的不随实际情况改变而转移的期望、支持或厌恶否定的评价标准[6]。因此，价值可以被认为来源

于主体对客体的需要，体现了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  
政策是指国家政府等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根据社会发展个公民需要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条例

等[7]。政策是价值的具体表达以及表现的文本载体，价值是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制定政策的过程实际上

就是价值选择的过程，本质上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分配所作出的合理化决定[8]。但由于不同的

人持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因而政策价值呈现出多元性和多取向性。这种特性也就决定了一项政策的制

定与执行，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和导向，即存在一定的价值取向。 
政策价值取向是指政策主体依据一定的标准所进行的价值分配选择，在制定和实施政策过程中所包

含的一定个体的价值观念，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倾向和价值目标[9]。在实际政策过程中，价值取

向发挥着导向功能、激励功能、整合功能以及评价功能[10]。 
校园足球政策作为国家针对校园足球发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思想意识表达，具有明显的

价值取向，弄清不同时期国家所持有的价值导向，对校园足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而且随着文

化自信在我国的不断提出，在文化理论框架下，研究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对于校园足球发展研究也具有

推陈出新的作用。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政策学视角出发，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选取 2009 年至 2020 年至今国务院、国

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以及其他各部委发布的校园足球相关政策文件。政策收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

过国务院、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其他部委的官方网站；二是通过中国足球协会、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官方网站以及知网、万方科技、北大法宝等数据库，并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材料补充。

通过对收集到的校园足球文件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对 45 项政策文件进行分析。 
进一步运用逻辑分析法，基于文化三结构理论，探索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逻辑特征，从物

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维度对校园足球政策进行价值观的逻辑分析，深入探讨校园足球政策

价值取向的特点，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校园足球政策发布的规律。 

4. 结果与分析 

校园足球发展至今，虽然在各个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绩，足球人口基数也不断扩大，社会

意识也逐渐提高，但是从总体发展水平上来看，校园足球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足球水平还远远

达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根据政策发文数量图(见图 1)可以发现，2009~2013 年政策发布趋势相对平缓，总体数量较少，平均

每年只发布一项政策，2011、2012 年甚至没有政策发布，且大多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从

政策名称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多是通知、意见性的指导性政策，政策比较笼统，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足球水平提升不明显。 
从 2014 年开始，政策发文趋势逐年上升，发文数量开始猛增，2017 年和 2018 年更是呈现井喷式状

态。而且从政策名称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策多以计划、规划、行动方案、建设等具体概念名词命名，

政策发布内容更加多样、具体，政策执行更加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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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campus football policy posts 
图 1. 校园足球政策发文数量图 

 
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校园足球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 2014 年

明确提出将校园足球的牵头管理部门由体育部门转变为教育部，领导小组由原来的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

为主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变为以教育部为主，六部门共同治理的多元治理格局，管理体制的变化导致政策

发文数量的增加。本文根据校园足球牵头管理部门转变这一时间节点，将校园足球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两

个子阶段：2009~2013 年，为校园足球的起步阶段；2014 年至今，为校园足球的改革发展阶段。 

4.1. 物质文化层次价值取向分析 

4.1.1. 场地设施从建设到开放 
2009 年，校园足球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场地设施条件还不健全，政策多以强调要改建、扩建

多种足球场地、优化足球设施和器材达到国家标准为主[11]。在场地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后，国家开始注重

对足球场地的管理，提出各地要把校园足球场地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足球场地建设规划中，要推动场地

设施共建共享，推进学校足球场地向社会开放以及社会体育场地设施向学校开放[12]。2017 年，教育部

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13]，为学校体育场馆向学生和

社会开放，增强学生体质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4.1.2. 多元主体资金支持 
校园足球活动开始之初，国家从全国 44 个城市中选择 1470 所小学和 776 所初中作为首批开展校园

足球活动的学校，拨出专项资金加以推动[14]；2013 年，在资金投入不充分不均衡的背景下，国家提出

要统筹校园足球经费投入，优化支出结构，体育部门可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拨出专款用于校园足球工作，

并鼓励定点学校引导企业、社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捐赠和赞助[11]。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2015
年国家提出要探索建立政府支持、市场参与、多方筹措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的经费投入机制，加大对校园

足球的经费投入[12]。由此可见，随着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和现实需要，校园足球活动越来越提倡多主体

共同参与，协同力量促进发展的模式。 

4.2. 制度文化层次价值取向分析 

4.2.1. 体育部门主导转向教育部门主导 
在 2009 年到 2013 年之间，政府共发布了 4 项与校园足球相关的政策，其中有 3 项是体育部门联合

教育部门发布，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制定主体的协同性，但是政策主题较为零散且仅涉及两个部

门，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体育部门为主，教育部门为辅的管理体制无法充分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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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各发展要素的积极性，导致治理主体的错位与缺位，对于推动校园足球健康持续的发展形成了

一定阻碍。 
2014 年后，国家成立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新闻出版总局、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等 6 部门组成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之后中国足球协会也加入进来，由教育部门主导，

其他各部门共同配合。校园足球成为了我国足球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政策发文数量逐步增多，政策主

题更加鲜明、具体，有效的发挥了组织领导、协调联动、统筹推进的作用，为校园足球回归育人本质、

推动校园足球发展夯实了基础，使得这一时期校园足球的发展更加明确、有力。 

4.2.2. 制度建设趋向完善 
2009 年之后的大约 5 年时间里，政策出台政策只涉及几项碎片化政策，政策颁布总量不多，且多是

与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相关的环境型政策，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制度建设不健全。 
2014 年之后，国家陆续出台《教育部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学生足球运动技能等级评定标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

训练竞赛体系建设方案》等多个制度性文件，校园足球制度建设趋向完善，为校园足球发展打牢了制度

基础。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系统化政策和配套措施的发布和实施，为校园足球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构筑起了校园足球改革发展阶段的“四梁八柱”。 

4.3. 精神文化层次价值取向分析 

4.3.1. 回归育人本质 
在校园足球发展起步阶段，校园足球的首要目标是以培养足球后备人才为主，主要任务是扩大足球

人口基数。在《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中，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以竞赛为

核心的校园足球活动[15]，为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做出积极探索和努力[14]。2010
年，中国足球协会提出《“十二五”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划》，促进了校园足球布局城市、校园足球

学校的大量增加。但是，这一时期足球技术水平提高不明显，学生运动员忽视文化学习和自身发展。 
2014 年以来，教育部明确事业“初心”，对校园足球的目标与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发挥校园足

球的育人功能为首要目标，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着力培

养青少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其次在育人的同时挖掘潜在的优秀足球苗子，

充实足球后备人才力量。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对新时期校园足球

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指示作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把校园足球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基础性工作，使参与足球运动成为青少年学生体验、适应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16]。 

4.3.2. 从探索到普及 
2009 年，国家面向全国 1470 所小学和 776 所初中校园足球活动布点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活动，此时

校园足球活动处于初步探索时期，面向群体范围较小，建设标准还不够明确。2014 年 12 月 26 日，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遴选工作的通知》，此后每年，教育

部都会组织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的遴选工作，推动校园足球特色引领普及。截至到 2019
年 7 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 24,126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135 个，设立了 38
个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此外还增加了“满天星”训练营计划、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规划，为校园足

球的推广普及搭建了格局[17]。同时，学校坚持面向人人、男女均衡，旨在调动所有学生参加足球运动的

积极性，显著改善了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从探索到普及，体现了国家对校园足球价值的合理定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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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向。 

5. 结语 

校园足球发展的 10 余年来，是从探索到完善、从起步到改革的重要阶段。在文化三结构理论分析框

架下，校园足球政策价值取向演变更加清晰明确。校园足球政策价值的演变，不是简单地肯定或绝对地

否定某一时期的政策价值，而是人们在可选择的政策价值上进行顺序上的变化。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依据发展的现实情况，选择该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某些价值，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是国家对于校园足球

发展价值的判断。因此，要以校园足球政策中处于优先位置的价值为首要目标，同时不断实现其他价值，

从而促进校园足球持续、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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