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ysical Sciences 体育科学进展, 2020, 8(4), 225-23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0.84036   

文章引用: 王佳艺, 李凤新, 陈雨竹. 浅析学校体育中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的均衡发展[J]. 体育科学进展, 2020, 8(4): 
225-231. DOI: 10.12677/aps.2020.84036 

 
 

浅析学校体育中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的均衡发

展 

王佳艺1，李凤新1*，陈雨竹2 
1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2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0年10月2日；录用日期：2020年11月25日；发布日期：2020年12月2日 

 
 

 

摘  要 

本文通过明确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和教育思想，对比和剖析内蒙古、蒙古、日韩、欧洲和拉美国家的足

球发展以及论述传统体育项目的起源发展、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其在学校体育中的意义，研究了在学校

体育中应如何发展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得出了应在充分理解学校体育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考虑人

种的自洽性，去均衡地发展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既增长足球人口又传承传

统体育项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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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purpose and tasks of school sports and educational ideas, compar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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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in Inner Mongolia, Mongolia, Japan, South Kore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and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ports,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its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Through these,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how to develop foot-
ball and traditional sports in school sports. It is concluded that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proceed from reality and consider the self-consistency of 
race to develop football and traditional sports in a balanced manner.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hieve the goal of both increasing the football population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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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体育不断崛起，国足成绩却不如人意，成了国家的“心头病”。党和国家屡次提出

校园足球，并将内蒙古列为首个全国省级足球改革试点区，以期能振兴足球。然而，巨大的投入未能换

来理想的成绩。而蒙古族历代传承的传统体育项目却因校园足球的冲击，以较快速度不断衰落。在学校

体育中应如何发展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成为了目前应该探讨的一个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Google 等互联网系统，以“学校体育”“校园足球”“传统体育项目”

为关键字检索，搜集相关资料，为研究做准备。 

2.2. 逻辑分析法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足球发展情况和强调传统体育项目的价值，来总结并提出建议。 

3. 结果与分析 

3.1. 学校体育 

3.1.1. 学校体育的概念 
经过众多学者研究，现对学校体育的界定大致分为三种： 
学校体育是以增强学生体质，传递体育文化为目的的教育过程，它是计划性、目的性、组织性比较

强的体育教育活动[1]。 
学校体育指通过身体活动，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技术、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

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2]。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它是根据国家制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社会的

需要，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以适当的身体练习和卫生保健措施为手段，通过多种组织形式，有计

划、有组织地锻炼学生身体，增强体质，培养学生体育能力，进行思想教育，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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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的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3]。 
尽管不同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学校体育进行了不一样的剖析，但不难看出，学校体育的研究对象是学

生，其目的是增强体质，培养意志，使学生学会体育理论知识，掌握基本体育技能，成为一个身心健康、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青年。 

3.1.2. 学校体育与教育思想 
近代以来，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思潮不断涌入，给予了我国对学校体育的启迪与思

考。其一，身体健康不能忽视学生的生长发育规律、生理特征和运动能力，要遵循客观规律去开展体育

活动，安排学生承受范围内的运动量，才有助于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如若盲目运动，不仅不能增强体

质，还有可能给身体机能带来不可逆转的损伤。其二，每个学生都具有个体差异性，所擅长的体育项目

和类型也不尽相同，要根据本人的生理条件和需求去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取得

不错的锻炼效果。其三，要“以人为本”，注重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每个学生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家

庭环境，这些不一样的元素使他们感知到了不同的人生趣味，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特征。在学校体育的教

学中，要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让他们选择喜欢的体育活动，从而使学生爱上体育，不断挖掘自身的潜

能，更好地参与体育活动[4]。 
教育思潮不断推动下，2002 年我国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也把“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的基本原

则。“健康”不仅指学生的身体素质要高，拥有强健的体魄；也要注重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寻求心理归属

感，满足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的要求。富有挑战性的体育项目不仅能实现增强体质的目标，还有助于培养

学生勇敢、坚韧、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体育活动中，学生能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增强自信心，满足感

油然而生，更容易拥有一个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心态。 

3.2. 校园足球 

随着现代体育的不断发展，三大球之一的足球俨然已成为证明国家实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名牌。而

中国的足球成绩却一直不尽人意，不得不说已成为了“心头病”。因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足球，“志

行风格”“要从娃娃抓起，搞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

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等言语都表达了领导人对足球事业的规划和展望。为了振兴足球，我国瞄准了

校园足球这个要点，开始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3.2.1. 校园足球的概念 
校园足球是指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扩大参加足球项目的学生规模，增加他们参与此项目的时间，逐步

形成小初高、大学、全国的足球竞赛体系。它将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培养全面发展的足球后备人才相

结合。 

3.2.2. 内蒙古自治区的校园足球 
2014 年，内蒙古成为国务院确定的省级足球改革试点。为积极响应政策，自治区教育厅率先印发了

《内蒙古自治区校园足球工作三年推进计划(2015-2017 年)》，并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如：《国家级

校园足球特色校申报、推荐和管理办法》、《自治区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竞赛管理办法》等，形成了一个

完备的政策体系。2015、2016 年，又相继出台了《自治区校园足球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0 年)》
《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 年)》等关键性文件，提出了“两节双提高工程”，为校园足球的

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支撑。 
目前，自治区在盟市、旗县区共设立了 116 个校园足球领导小组，116 个校足办，建成了 4 个国家

级校园足球实验县，3 个全国满天星训练营，1650 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 593 所特色幼儿园。除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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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款外，自治区还设立足球专项经费，五年来全区各级政府及社会资本投入达到 60 亿。在教练裁判方面，

启动了“自治区校园足球千人培训计划”，与北京体育大学联合培训，并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模

式，聘请德、英等多国裁判和教练来内蒙古培训指导，选派自治区优秀裁判和教练去国外进修。在场馆

基地建设方面，内蒙古建设了 600 余个足球风雨场馆，2651 块足球场地，并建立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

地和国家(北方)青少年足球夏令营活动基地，还引进了魔力足球训练房。此外，内蒙古在海南建设了青少

年足球训练基地，冬天就组织学生和教练到此训练，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在比赛方面，每个学校都

必须有足球队。自治区要构建以学段为参赛范围的小初高、大学四级联赛和以行政区为参赛范围的“校长

杯”“旗县区长杯”“盟市长杯”“主席杯”四级联赛，形成纵横交错的足球联赛网。同时，还邀请国内

外足球队来蒙参赛，并选派优秀运动员去国外学习。通过这些措施，自 2014 年起，全区参赛学生累计超过

44 万人次，比赛超过 5.5 万场，足球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人数由最初不足 2000 人增加到现在的 1.6 万人。 
在国家校园足球的号召下，内蒙古的足球确实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但反观成绩，仍是令人唏嘘

不已，其投入与产出几乎倒挂。 
当初国家将内蒙古确立为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省区，其中不乏对蒙古族体质的考虑。内蒙古冬季

寒冷，人们喜食肉类和奶制品，热爱摔跤、赛马等项目，这些条件都使人民拥有更强健的体魄。可事实

上，这并不代表着蒙古族的体质更适宜发展足球。这也是五年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将不少心血泼洒至此，

却换不来理想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3.2.3. 从其他国家看内蒙古足球 
(1) 蒙古国 
我国的邻国——蒙古与内蒙古自治区有着一定的联系，人民的体质条件更是十分相似。世界排名中，

蒙古排在第 190 名，同其他足球“侏儒”：斯里拉卡、东帝汶等处于同一方阵，自 1959 年足球队成立后

的近六十年间，取得的足球成绩寥寥无几，基本都在外围赛出局，唯一战胜过的也只有关岛队。2017 年，

蒙古聘请德籍教练米希尔威斯执教，至今也已三年，可成绩仍旧没有太大起色。 
(2) 日本和韩国 
日韩是目前亚洲足球领域中发展态势较为强劲的国家，其足球发展日渐成熟和完备。由于中国与日

韩同属东亚，在历史、人种等方面很相像，因此日韩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足球振兴后的态势。日韩

足球的崛起都很重视培养后备人才。自 1980 年，日本推行了“足球俱乐部训练中心制度”，由下至上依

次递增为“地区训练中心”“都道府县训练中心”“地域训练中心”和“国家训练中心”。根据年龄划

为 U18，U15，U12 和 U10、U8 及 U6 四个级别的比赛；根据区域划为全国性、地区性和都道府县比赛，

形成了完善的足球联赛体系。韩国将足协预算总额中的 15%拨给校园足球，并将“体育特技生制度”与

“鼓励运动员学习制度”相结合，以兼顾运动员的文化与技能。同时，推出了“周末联赛”来保证运动

员能参加足够多的比赛。据统计，一名运动员从小学至大学毕业可参加 700~800 场正规比赛。这些举措

极大地增加了日韩的足球人口，推动其足球成绩不断上升。 
但我们也要从整体去看待日韩的成绩。根据最新国际足联排名，日韩排名分别为 28 和 40。 
(3) 欧洲国家 
排名前十位中欧洲占七个。排名第一的比利时也曾经历过足球萎靡的时期，惊人的是十年之间它就

重新崛起夺得桂冠。排名第六的克罗地亚是个小国，人口不足五百万，平均身高却达 181 cm，位列全球

第 7。排名第八的西班牙自 2008 年起，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中连夺三冠，一踢成名。 
我们发现欧洲在足球联赛、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努力，中日韩也在不遗余力地学习和创

新，但成绩还是平平。足球是考验身体素质的运动，高大强壮的体格给予了欧洲人先天优势，这是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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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 
(4) 拉美国家 
纵观整榜，巴西、乌拉圭等拉美国家也高居前列。拉美经济相比于中日韩是相对落后的，对足球没

有投入几十亿的实力，刚开始发展足球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组织，建立完备的体系，但其成绩却让我

们望尘莫及[5]。 
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拉美人身材高大健硕，柔韧性极好，运球、脚法都十分细腻，动作轻盈，

转身间就完成了防守和联合。其身体条件更适宜发展足球。 
蒙古族经历了风寒、猛兽和战争的洗礼，的确形成了更为健壮的身体，但其体质与欧美人并不相同。

振兴足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考虑人种的自洽性，走出属于我们的足球之路。 

3.3. 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体育项目 

3.3.1. 传统体育项目的概念 
传统体育项目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某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和

精神内涵的，有着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等功能的体育活动。本文论述的是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

的传统体育项目。 

3.3.2. 传统体育项目的产生与发展 
蒙古族先祖的居住环境多为山林深处、猛兽出没的危险地带，这里气候寒冷，食物匮乏。为了活下

来，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饱腹，随之衍生出来多种打猎工具，如：弓箭、石器等，渐渐地他们还学会了与

猎物搏斗时该如何灵巧躲避和有效攻击，这时走、跑等人的基本活动技能就得到充分发挥。在不断练习

中人们掌握了更多技艺，这些技艺不仅满足了生存需要，也逐渐被总结为固定动作结构流传下来。尽管

蒙古族在与自然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但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每年他们都会举行活动，通过一些类似

于歌舞的动作向神灵表达感恩，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民族繁衍生生不息。而摔跤、赛马等蒙古族热

衷的体育项目就在生产生活和宗教祭祀中孕育而生。 
13 世纪时蒙古统一。为了稳固政权，成吉思汗大兴军事，将射箭、摔跤等作为军事训练的主要手段

和内容。在数年征战中，蒙古男儿不仅练就了一身本领，也形成了刚毅勇敢、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性

格特征。尽管在历史变迁中，和平越来越成为了时代主旋律。但当初保家卫国的蒙古男儿并没有丢弃他

们的技艺和精神，反而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3.3.3. 蕴藏于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民族特质 
蒙古族历来尚武，他们因崇拜桀骜不驯的雄鹰，而将其作为图腾绣在服饰刀箭上，并在摔跤中模拟

其展翅的动作来表达锐意进取、勇往直前的气势。 
在摔跤中，“一摔定胜负”是一个主要规则。或许听起来，仅有一次机会显得不近人情，但是在先

辈与敌人博弈时，往往都是以性命作赌，一次失败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因此，每一个蒙古族的孩子从小

都会被教导，要珍惜机会、勇于拼搏。另一个规则是“有跤无类”，这就体现了这项运动的包容性和公

平性，不论性别、出身，每个人都可以参加这项运动，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就能成为赛场上的王者。在

这种规则的引导下，蒙古族形成了不畏强权、挑战权威的精神。比赛结束后，观众会为胜者欢呼，给败

者鼓励，这说明蒙古族很重视友谊和谐，比赛有胜负，也极尽团结友爱之情。 

3.3.4. 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中的双重意义 
(1) 文化意义 
传统体育项目承载了蒙古族的精神文化，学生在参与中不仅能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能唤醒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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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自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完善个性和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2) 教育意义 
目前，学校体育活动呈现单一化趋势。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有利于丰富体育活动内容，增添教育

特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推动学校体育更好更快地发展[6]。 

3.4. 学校体育中均衡发展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的对策 

3.4.1. 改变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固有观念，不断提升师资队伍水平 
尽管自 2006 年以来，那达慕、搏克、沙力搏尔式摔跤、蒙古象棋陆续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但其引起的热度和关注度远远不如校园足球。足球进校园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传统体

育项目在学校体育中的发展。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扭转校领导和老师的思想，使他们认识到传统体育项

目对于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给予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体育中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教师

队伍的培养，可以采用聘请专家和传统体育艺人讲解传统体育项目的理论知识和教授技能的方式，对教师

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理解和掌握传统体育项目的内容，并在教学过程中灵活地教授给学生。 

3.4.2. 加大资金投入，建造和完善场地设施 
近五年来，不仅中央拨款支持校园足球发展，自治区也设立了足球专项经费，全区各级政府及社会

资本投入总计约达 60 亿。但是高投入并不代表能够换来高收益，振兴足球本就是一个时间和耐心积累的

过程，无法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因此，不妨将投入到校园足球中的一部分资金拨给传统体育项目，在

发展足球的同时也不落下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其一，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建造能够满足师生上课和训练

需求的场馆和场地并配备相应的装备和器械；其二，建立省级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和冬、夏令营活动

基地，在集训期间和寒暑假组织学生到这些地方进行训练和活动。 

3.4.3. 逐步建立和完善竞赛体系，积极举办和参加赛事活动 
推进构建以学段为参赛范围的小初高、大学四级足球联赛和以行政区为参赛范围的“校长杯”“旗

县区长杯”“盟市长杯”“主席杯”四级足球联赛的同时，也要逐步建立传统体育项目的竞赛体系，定

期在各级各类学校、省市中举办大中型比赛，并积极地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全国性体育比赛，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感受到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促进赛马、射箭、摔跤等项目的发展。 

3.4.4. 编写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教材，并将其作为必修课 
依据小初高、大学不同阶段，编写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教材，使学生由低

到高、由简到难循序渐进地学习关于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将这些项目融入到他们的

生活中，逐渐形成终身体育的习惯和思想。在课程设置上，要将足球课、传统体育项目课程与语数英等

文化类课程视为同样重要，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必修课。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应采用灵活多

样的方式，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喜欢的体育项目进行学习。 

3.4.5. 营造校园传统体育文化氛围和足球文化氛围 
要让学生们真正热爱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就要在他们的内心扎根，使他们感受到这些体育项目的

魅力。因此，在课余时间中，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采用成立俱乐部、社团，举办文化节、交流会等

方式增加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在校园内的曝光度，使学生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并在耳濡目染中不断了解

和感知它们的内涵与价值，引发共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4. 结语 

传统体育项目伴随蒙古族崛起而产生、兴旺而发达。同时，传统体育项目也塑造了蒙古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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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蒙古族的文化。2006~2011 年间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摔跤、赛马、射箭均在列

中。这充分说明传统体育项目在蒙古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体现了国家对这些项目价值的肯定。然而，

由于大量学校撤并，学生开始脱离牧区和家庭，进入城镇上学，没有了父辈教诲和草原沃土，传统体育

项目的发展出现了断崖。近年来，校园足球兴起，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也造成了不小的冲

击。 
不可否认，近四十年来日韩对足球事业的努力确实得到了不菲的回报，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拉美

人的体质确实比东亚人更适合发展足球。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足球一定要搞上去，但这个时间会

很长”。因此，学校体育中我们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要尊重学生的体质条件，注重人文关怀，均

衡地发展足球和传统体育项目。毕竟，我们不仅渴望足球苗子，也需要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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