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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为依据和“视野融合”为出发点，对期待视野与政策执行力概念进行

界定，对影响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本身、目标群体、资源环境、执行机构等方面从期待视野

角度展开研究。并且从期待视野视角对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促进策略进行了探究，从而提升校园体育足

球发展过程中政策执行的能力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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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nticipatory perspective” in aesthetics and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perspective integ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anticipatory perspective and poli-
cy implementation, and study the policy itself, target groups, resource environment,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other aspects that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mpus football policy from anticipa-
tory perspective. And from anticipato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strategies to promot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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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in campus football, thereby improving the 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
ment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ampus sports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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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足球作为足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9 年国家教育部启动校园足球活动以及 2015 年国务

院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足球项目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中国足球改革注入了最强的执

行力，使得校园足球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校园足球政策实施的宗旨是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培养足球

后备人才，推动我国足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足球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校园足球活动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一部分，按照“政策先行”模式，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领推动下蓬勃

发展。虽然足球的重要性时常萦绕耳畔，但是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与竞技水平仍旧低迷，为什么导致理

想与现实相悖的现象呢？为什么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什么人们期待视野下的学校足球政策执行

与政策环节的协调与融合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陷？鉴于此，深刻认识足球政策执行病根之所

在显得毋庸置疑的重要，完善与补充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存

在。所以，从期待视野的角度，以教育体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家长、学生等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和调研访谈后，以接受美学中重要理论“视野融合”为切入点，对我

国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促进策略进行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2. 期待视野与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 

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时，他已有的各种经验、知识、趣味、能力，都会影

响他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在具体鉴赏活动之前已经形成的种种经验和知识，表现为一种期待定向，

使读者的鉴赏有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此范围构成了接受可能实现的限度。在一般情况下，读者的期

待视野和作品视野是彼此分离的，只有读者在期待视野的影响或制约下进行阅读时，读者的期待视野才

会与作品视野发生碰撞进而达到一种交融的状态，即视野融合[1] [2]。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效力是指执行者

的有效工作促使学校体育活动富有成效的力度，具体表现为学校体育政策任务完成度和学校体育政策目

标的实现度。进而言之，学校体育政策执行力是一种多元力量产生的合力，它是由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与各级学校组织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有形资源和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等无形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力”资源的综合并非只是简单叠加，而是在相关的学校体育制度环境保障下的有机整合，是各种

“力”的矢量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力场效应[3] [4]。 

3. 期待视野下的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 

期待视野角度从政策本身、目标群体、政策资源环境、执行机构等维度进行归类并分而述之(见图 1)。
期待视野下校园足球政策的实施过程，包括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处理–建制–反馈，通过追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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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后政策的制定者才能够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制度进一步的完善。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campus football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der antic-
ipatory perspective 
图 1. 期待视野下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促进理论框架 

3.1. 期待视野下校园足球政策本身的协调性、操作性缺失 

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诸多足球政策旨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培养足球后备人才，但是在

校园足球政策开展、落实过程中却步履艰难，执行过程出现阻滞和异化等现象。而另一面是学生的体质

健康状况始终得不到良性扭转的相悖现象。为什么造成这种国家、社会以及人们的期待与实际现实的分

离？其中，学校体育在“文件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协调–文件落实”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是关键原因之

一[4]。自 2009 年国家教育部启动校园足球，到 2013 年《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

2015 年《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和《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颁布，意见和总体方

案中强调：保障足球教师福利待遇，让足球教师在绩效考核、评优表彰、职称评定等方面与其他教师同

等待遇。另外，通过升学招生政策，鼓励中小学拿出优惠政策和招生指标在一定范围内录取足球特长生。

但是，足球政策在不同地方具体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各地并未出台具体相关实施方案，从而导致执行政

策标准时操作性缺失，使得政策执行和落实时不确定性因素和难度加大。具体操作过程为可做可不做，

政策具体执行和落实时效率低下，导致一定范围内足球政策片面执行、错误执行。 

3.2. 期待视野下校园足球政策资源环境缺乏 

资源环境是校园足球政策顺利执行的“土壤”，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合理的配备以及充

足的资源环境是促进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的基础。足球在中小学的开展需要政府政策的导向，需要对足

球的功能与价值的大力宣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赢得家长的支持以及学校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通

过政策资源及其政策体系建设与投入从而促进和优化相关资源与配套政策。并且要加快场地、器材设施

的完善，包括各种资源、人才培养机制、媒介影响力等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资源与配套政策。

政策资源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之间起积极的作用，政策目的依靠政策资源来实现。参照足球发展规划

和校园足球的目标，近年来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此拓宽校园足球活动的

政策资源尤为重要[5]。目前不管是在沿海发达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还是西部偏远城市，足球政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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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环境的缺乏都会不同程度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资源的匮乏是影响校园足球政策执行的主要阻滞

因素之一。 

3.3. 期待视野下的校园足球政策执行监管机构不力，部门间联动合作不畅 

在分析“校园足球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的关系”时发现，目前执行机构内部上下层级的监督和调控

较弱，表现出督导意识性和专业性的双重缺乏，导致“政策异化”和“机械操作”[6]。虽然监督工作在

足球特色学校不同程度的展开，但是操作监督过程难度大，对足球特色学校的有效监督不够，工作纷繁

复杂由于人员有限经常是有心无力。其次，足球特色学校的监督评价措施主要是“看名次”、“听汇报”，

如此简单单一的“虚弱”评价方式容易催生“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等走样的政策执行方式，毫无

疑问会阻碍政策目标的实现。另外，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相关文件都提到要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

多个领导在各个不同场合也提出了执行机构间联动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部门间相互协同治理的要求缺乏

明确性的制度遵循原则，没有具体明确的责任与任务清单。跨部门间联动合作动力不足，执行机构间的

通力合作未得到充分发挥。所以，要找寻部门之间的契合点及其共同利益，通过建章立制加强部门之间

的协作，通过协调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协同治理局面才能有效化解和得以真正实现。 

3.4. 期待视野下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目标群体的利益短视性、自利性 

政策执行阻滞现象通常是由于各种利益冲突而造成政策的执行既不能满足各目标群体的利益又不能

产生交叉利益，因而未能形成合力，使得政策难以实施。因而，要明晰各目标受众利益诉求，完善保障

和激励机制从而协调好各方利益[7]。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目标群体的利益短视性、自利性，对

目标群体来说，执行政策时在利益博弈过程中更多考虑和遵循的是私益向度，更多关注个人利益及眼前

利益，而不会考虑利益之间的均衡，考虑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公共利益等相互之间关系。国家教育部

门制定了诸多足球方针政策，从政策颁布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协调最后到文件落实，政策执行的内容到

执行的对象与主体都很明确，但为什么具体政策实施过程却困难重重？究其原因在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各

个目标群体间利益不均衡导致了冲突与矛盾。鉴于此，要明确各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要协调好各目标

群体的保障与激励机制，对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在绩效与考评、工作量、职称与晋级、升学率等方

面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拓宽考评选拔与激励机制，寻求目标群体间利益最大化，优化目标群体自身行为、

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与工作积极性。所以，利益不均衡或目标群体间的利益短视性、自利性是影响和阻碍

校园足球政策的执行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4. 期待视野视角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促进策略探究 

从期待视野视角对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促进策略进行探究，以教育体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体育

教师、足球教练、家长、学生、资源环境等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制度层面期待、政策资源环境期待、监

督管理层面期待、利益冲突期待等方面是显著影响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力的几方面因素。 

4.1.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制度层面期待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制度影响着规则体系，制度是校园足球政策执行中协调各主体利益需求的

渠道[8]。校园足球政策在制度环境裹挟中进行，制度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方式；另一方面，政策依附制度

而执行，制度为政策执行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一些政策资源[9] [10]。制度层面的健全和完善是校园

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目标群体的期待，包括执行过程中领导、校长、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家长、学

生等的期待。校园足球政策要健康、和谐的发展要有各个学校以及部门相关政策执行偏差的反馈、激励

制度、监督评估制度、协调治理制度作为保障。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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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业绩挂钩，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激励制度使得内在的动力被有效地激发出来，促

使政策执行的主客体朝着共同的目标与方向努力和发展，从而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构建行之有效的监

督评估制度，监督评估制度首先要建立健全明确合理的问责制度，亵渎、失职行为造成后果要受到法律、

行政、道德等方面的责任追究。其次要完善评估形式，校园足球的评估不能唯“竞赛次数”、“比赛名次”，

而忽略学生的“身体素质”、“普及程度”等重要方面。加强和完善各部门之间协同治理制度，找寻部门

之间的契合点及其共同利益，通过建章立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保障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目标群

体对制度层面的期待满足，这样能有效化解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推进政策的有效执行。 

4.2.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资源层面期待 

良好的政策环境资源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和支持校园足球政策全面贯彻落实，相反，政策环境资源不

好则会影响阻碍政策执行。足球在中小学的开展需要政府的导向，需要对足球的功能与价值的大力宣传，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赢得家长的支持以及学校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通过政策资源、政策体系建设与

投入，优化相关环境资源与配套从而满足目标群体的期待。校园足球政策环境层面包括宏观环境、微观

环境两方面，宏观环境是影响校园足球政策执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微观环境主要是影响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等方面。微观环境由于目标群体所处的地域位置、学校和周围环境、体育

文化、健康教育理念等影响，使得微观资源环境与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联系最为密切。通过政策资源及其

政策体系建设与投入从而促进和优化相关资源与配套政策，并且要加快场地、器材设施的完善，包括各

种资源、人才培养机制、媒介影响力等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一切资源与配套政策。只有满足目标

群体的期待统筹兼顾、合理筹划、合理利用和加强环境资源配套，各个目标群体就会积极、认真、主动

地执行足球政策。相反，便会消极、敷衍、被动地执行足球政策。 

4.3.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监督层面期待 

虽然监督工作在足球特色学校不同程度地展开，但是操作监督过程难度大，对足球特色学校的有效

监督不够。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各个学校对校园足球政策执行情况建立了巡查与督导制度，但是执行情

况却并不理想，使得政策执行过程中目标群体的责任感、足球政策的权威感难以得到强化。为了保障政

策顺利执行应该赋予学校以及督导机构相应权力，采取激励措施、激励机制、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校

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进行不定期巡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公布教育督导联系方式，构建行之有效的

监督评估制度。要求我们形成科学、合理、有效制约机制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如社会舆论监督、新闻媒体

监督、部门内部监督、督导监督来保障校园足球政策执行，促进校园足球健康、和谐、有序的发展。教

育部和国家体委关于校园体育足球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章制度和整套工作机制，但是没有建立一系

列政策执行过程中针对各个不同层面的指标评价体系、信息管理体系和质量监测制度。对参与校园足球

管理的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体育教师、足球教练、裁判员有督导的调研、监督、巡查，但是

没有进一步完善的科学监督制度，校园体育足球工作的考核没有纳入基层各级督导教育体系。监督层面

要建立健全明确合理的问责制度，亵渎、失职行为造成后果要受到法律、行政、道德等方面的责任追究。

只有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督评估制度，才能顺利实现政策追求的目标。 

4.4.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冲突期待 

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诉求及利益层面期待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内在决定因素。政策的执行在

各个目标群体之间存在利益的驱使、利益博弈、利益得失、目标群体的期待等现象，这些现象会阻碍影

响足球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执行。足球发展的过程中各目标群体关注的是政策能否带来利益，能否带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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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及“个人利益”，以及各目标群体的期待能否得到满足。教育、体育行政部门等

政府官员利益层面的期待是希望“政绩最优”，因为在基层，无论是教育还是体育等行政部门，政绩始

终是决定职位晋升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足球特色学校校长利益层面的最大的期待是“安全第一、不出

事、升学率”，足球政策在特色学校发展和落实的情况直接决定校园足球的发展态势与成效。足球特色

学校家长、学生利益层面的最大期待是通过参与校园足球活动获得升学政策的优惠，家长支持学生参与

校园体育足球活动，存在隐性的利益诉求，通过中考、高考加分享受政策上的优惠。各个足球特色学校

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利益层面的期待是获得“时效政策”，这些“时效政策”包括在职称评定、学校评

级、工资待遇、课外津贴、职位升迁等方面。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能满足各个目标群体利益层面的

期待，各个目标群体就会积极、认真、主动地执行足球政策。相反，便会消极、敷衍、被动地执行足球

政策。 

5. 结语 

当我们考虑校园足球工作开展时，应考虑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既保证了政策有效实现也顾及

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学校体育教育的开展才能够真正实现，否则，即使制定再多的政策，也无

法在实践中取得理想的效果。所以文章对校园足球活动开展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等

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调查研究，通过以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理论为依据和“视野融合”为

出发点，从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的系统结构双边关系上，对期待视野下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环节

协调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了当前我国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进而提出了为促进当前

足球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层面协调而进行的相关路径选择，此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能够让我

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学校领导以及广大的足球教练员切实落实学校足球工作安排，培养学生们

的足球兴趣，提高校园足球比赛水平。另一方面，学校足球政策的执行能促进校园体育工作的开展，为

国家和省队输送更多优秀的后辈人才，从而也可以更好地带动社会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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