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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梯度理论视阈下我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协调发展研究

张少杰,杨献南,赵传涛

(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校园足球协调发展是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及逻辑分析等方

法,基于广义梯度理论框架,对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针对性的策

略选择。认为,我国校园足球发展虽已取得良好的成效,但仍存在条件保障资源总量偏低、地区配置

不平衡;教育教学与竞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明显;生态结构不协调等制约校园足球协调发展的问题。
提出,在保障资源平衡方面,要多渠道扩充足球师资总量,改善足球教师成长环境;鼓励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提高财政经费分配的科学性;场地建设实施 “逆梯度”调整,推动场地共享利用与协同布

局。在缩小发展差距方面,可通过线上学习缩小教学差距,加强足球校本教材研发与应用;提高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校长的足球文化认同,推动校企合作助力竞技人才培养。在优化足球生态结构方面,应

因地制宜实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遴选与布局,科学分配训练营的创建指标;树立长远发展理念,强

化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不同学段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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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足球作为我国学校体育综合改革和足球

运动振兴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被寄予了

探寻体教融合发展新路径和竞技足球后备人才培

养的厚望。2020年12月31日,时任教育部长

陈宝生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第六

次会议上指出:“截至2020年,已在全国38万

所中小学中遴选认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0
 

559
所。”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一些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不同地区校园足球在条

件保障、发展水平、生态结构方面存在严重的不

平衡、不协调问题,这影响到我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广义梯度理论的

框架,深入剖析我国校园足球发展存在的问题及

其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可操性的策略,以期

为推动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

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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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义梯度理论概述及其运用的契合性

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梯度理论

最早被运用于解释和研究经济学中的发展差异现

象及相关规律。在广义梯度理论相关研究中,李

国平等[1]将区域间不同发展梯度形成的影响因素

归纳为三个层面,分别为自然界中的自然物质、
能量等物质资源层面,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水平层面与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层面。作为人类

生产活动的基础与前提,自然物质及能量的分布

产生了物质资源的梯度;在物质资源分布的基础

上,人文社会活动造成了各地区经济、社会、文

化的发展水平梯度;地区生态是物质资源与人文

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优劣程度也是地区

发展协调程度的侧面反映。在承认区域间多层梯

度分布的基础上,高梯度地区应尽快发展起来以

带动低梯度地区,并通过人为调控将优势发展要

素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最终实现不

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广义梯度理论认为,相较于空间位置距离而

言,资源配置水平的不平衡才是造成不同区域间

巨大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人类的自主活动驱动

着多元梯度此消彼长的动态推移[2],这意味着校

园足球发展薄弱的地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抓住机遇,突出自身优势,打破与发达地区

间的 “二元稳定结构”,实现自身的超常规发展。
其次,广义梯度理论秉承的区域公平发展理念是

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形态,这与我国 “十四五”期

间深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因此,
可以将广义梯度理论引入校园足球协调发展研究

中,用来剖析当前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区域失衡

问题。
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梯度由三个层面构成,

分别是不同区域发展校园足球所需要的师资、经

费及场地设施等条件保障层面,不同区域校园足

球教育教学与竞赛的发展水平层面及不同区域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与训练营的布局及其不同学段的

配置比例层面。人、财、物等条件保障是校园足

球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影响不同区域校园足球

的开展规模、推进速度与发展水平。校园足球教

育教学以及竞赛情况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复核指标体系的主要指标,也反映出不同区

域校园足球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特殊的校园足球

生态结构是前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也

对二者起到反馈调节作用。此外,不同层面校园

足球发展的梯度差也并非始终不变,它们以参与

者的人为运作为动力源,共同决定着校园足球发

展梯度的动态统一[2]。

2 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问题解析———基

于广义梯度理论框架

2.1 条件保障资源总量偏低,地区配置不平衡

是现实困境

根据区域发展理论,物质条件资源是区域发

展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3]。发展较好的区域在就

业吸引力、经济支持力、政府号召力等方面往往

更有优势,能够给予校园足球发展更好的条件保

障,由此造成了不同区域校园足球发展资源配置

不均衡的新问题。

2.1.1 专业足球教师数量不足,地区间师资配

置差距较大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基本标准 (试行)》
中规定:“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至少有一名足球专

项体育教师。”只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有着丰富

知识背景的足球教师,才能切实提高校园足球的

发展质量。从每年申报校园足球特色校的遴选材

料及结果来看,诸多中小学校因专业足球教师的

数量不达标而无法通过审核。一是,我国专业足

球教师总量过少。截至2020年底,我国校园足

球教练员培 训 基 地 共 培 训 足 球 教 师9
 

000多

名[4]。即使考虑部分退役运动员在中小学再就业

等情况,总体上校园足球师资力量仍然不足,难

以满足每年几千所扩增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庞大

需求。二是,地区间师资配置差距较大。根据

《全国校园足球发展调研报告》 (以下简称 《报
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4

 

728所中小学中,
平均每所学校体育教师与学生比例为1∶243.3,
但该比例在不同地区间差距较大,最高与最低值

分别达到1∶20和1∶800。经济发达地区校园

足球开展得较好,而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或乡村

地区却因财政支持不足在师资争夺中处于弱势地

位,专业足球教师已呈现出明显的向发达地区流

动的特点。

2.1.2 财政拨款分配欠合理,部分地区经费使

用不明确

目前,我国校园足球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仍

是中央及地方财政部门。总体来看,校园足球开

展经费在整体分配、准确发放方面还存在一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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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经费短缺造成发展动力不足,这是大部分薄

弱地区校园足球开展落后的主要原因。首先,经

费整体分配不合理。张兴泉[5]通过实地调研发

现,2018年J和 H两省并未收到校园足球专项

经费,省内自行设立的经费平摊到每所学校上也

是 “杯水车薪”。而杨献南等[6]的研究指出,在

B市某区的校园足球试验区中,校园足球经费不

仅能够合理分配发放,还设有对校园足球开展较

好学校的奖励经费。其次,部分经费用途不明。
如L省划拨校园足球开展经费到地方,由地方

对经费进行统筹使用,实际上各学校收到的经费

与发放标准间存在一定差距[6]。此外,随着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数量的逐年增加,中央及地方财政

部门经费支持压力陡增,部分地区校园足球发展

长期 “营养不良”,开展质量令人堪忧。

2.1.3 足球场地建设总量有限,数量分布城乡

失衡

场地设施作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审核的重要

评价指标,是学生足球参与的基本物质保障。目

前,我国中小学校面临的场地问题主要有两方

面,一是我国足球场地建设总量有限。教育部发

布的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五年总结及

2020年工作部署》指出:截至2018年9月,全

国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校园足球场地120
 

960块,
而我国共有中小学38万所,平均每所中小学拥

有的足球场地数量仅不足0.5块。二是我国城乡

人均足球场地面积存在较大差距。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
占 49.68%; 乡 村 人 口 为 6.74 亿 人, 占

50.32%,城乡人口几乎持平,但 《第六次全国

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足球场地数

量的73.29%都分布在城市,且城市拥有的足球

场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6.45%。

2.2 教育教学与竞赛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明显是

突出矛盾

在深化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不同地区校园足

球教育教学与竞赛发展水平的较大差距是制约我

国校园足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7]。

2.2.1 体育课时安排地区差距较大,课程资源

开发流于形式

校园足球的首要功能是育人,教育教学是实

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体育课时及足球课程资

源是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审核的重要指标,但

《报告》显示这两项指标在不同区域差异较大。

一是,城市地区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平均每周

2.4节的足球课时高于农村地区的1.7节;东部

与西部地区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每周足球课时数

量高于中部地区。二是,部分地区的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编写了足球校本教材与教案,但编写工作

多流于形式,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

性等存在不足。如,TJ市大部分学校都有足球

教案,但存在 “凌空抽射”等不切实际的技术教

学内容;JS省半数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都有校本

教材,但多为传统教材,重复性内容较多[8]。此

外,部分地区没有足球教材,教学内容和方法无

法根据实际需求与各个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

点进行针对性调整。

2.2.2 地区间足球竞赛开展密度不平衡,竞技

人才培养能力相差悬殊

我国校园足球发展地区可分为东部、中部、
东北、西部四个地区。从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足

球竞赛开展密度来看 (表1),西部地区校内比

赛开展的频次最高,高达61.91次/年;中部地

区校内比赛仅为48.38次/年,中西部竞赛开展

密度的不平衡性较为显著。从全国最佳阵容运动

员的入选数量分布看,西部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与入选运动员的数量比为27∶1,优秀足球竞

技后备人才培养与输出能力较强,而东北地区的

比例为73∶1,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究其

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校园足球受重视程度较

高,足球文化认同感较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内

竞赛开展较积极。
表1 我国不同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比赛开展情况

地区
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数量/所

校内比赛密度

(次/年)

运动员

数量/人

校、运动员

数量比例

东部 10
 

594 58.83 329 32∶1

中部 8
 

087 48.38 227 36∶1

东北 2
 

561 — 35 73∶1

西部 9
 

489 61.91 351 27∶1

  注:此表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教育统计数据、 《全国校

园足球发展调研报告》数据、2015—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满天星”训练营及全国最佳阵容学生名单整理

制成

2.3 校园足球生态结构不协调是发展隐患

校园足球的生态结构是指校园足球特色的

学校数量占比、学段配比及训练营创建比例的

合理化程度[8]。当前,不同区域间存在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数量占比不平衡、不同学段间配比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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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及 “满天星”训练营的创建指标分配不科

学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

不平衡性。

2.3.1 不同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比例不均,
训练营创建指标分配科学性有待提升

从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分布来看 (表2),我

国东北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数量最少,但在中

小学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达19.3%,而

中部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比例最低,仅为

11.3%。从 “满天星”训练营分布看,大部分省

份每年可获得一个训练营创建指标,而不同区域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造成部

分地区 “满天星”训练营创建指标的分配不够科

学。截至2020年底,中部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与训练营创建数量的比例仅为404∶1,训练

营与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总量的匹配度明显偏低,
与其他地区差距较为明显。究其可能原因,一

是,在顶层规划与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与 “满天星”训练营之间的数量关系

问题。二是,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中小学校总

量的差距,而 “满天星”训练营又是以省份为单

位分配,造成不同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与训练

营数量的比例失衡,进而影响到优秀足球后备人

才培养质量和输出数量。

表2 我国不同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与训练营情况

地区 中小学学校总量/所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数量/所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占比/% 训练营数量/个 校、营数量比例

东部 69
 

416 10
 

594 15.3 38 279∶1

中部 71
 

785 8
 

087 11.3 20 404∶1

东北 13
 

301 2
 

561 19.3 11 233∶1

西部 72
 

025 9
 

489 13.2 37 256∶1

  注:此表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教育统计数据与2015—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满天星”训练营名单整理

制成

2.3.2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不同学段的配比区

域失衡,缺少统筹规划

表3 我国不同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段分布情况

地区 小学/所 初中/所 高中/所 学段配比

东部 5
 

672 3
 

214 1
 

703 3.3∶1.9∶1

中部 4
 

062 2
 

761 1
 

239 3.3∶2.2∶1

东北 1
 

274 928 358 3.6∶2.6∶1

西部 4
 

550 2
 

857 2
 

069 2.2∶1.4∶1

全国 15
 

558 9
 

760 5
 

369 2.9∶1.8∶1

  注:此表是根据2015—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名单整理制成

教育部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布

局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区原则上要按照小学、初

中、高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6∶3∶1的比例创

建。然而实际上,我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段配

比存在整体性失调和区域性失衡方面的问题。从

整体看,当前小学、初中、高中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数量比例为2.9∶1.8∶1,小学占比低的问题

依旧非常突出。从区域看,西部地区校园足球特

色学 校 不 同 学 段 比 例 为2.2∶1.4∶1,这 与

6∶3∶1的比例要求差距较大,且和其他地区相

比,该比例的失衡程度更为严重 (表3)。究其

可能原因,一是,虽然各地区出台了不同学段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比例的规定,但是执行效果

欠佳,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一体化意识偏弱。二

是,部分地区较忽视自身发展特点及实际情况。
例如,西部地区的小学、初中在经费、师资及场

地等开展条件方面比高中落后,符合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创建条件的相对较少,从而加剧了本地区

不同学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配比的不平衡性。

3 我国校园足球协调发展的策略选择

3.1 保障资源平衡的策略

3.1.1 多渠道扩充足球师资,改善足球教师成

长环境

针对我国校园足球师资总量较少且地区配置

差距较大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加以解决:一

是,要多途径提高薄弱地区教师的流入量。适当

将师范类院校公费师范生的招生指标向校园足球

发展薄弱地区倾斜,给予政策支持,促进足球师

资向薄弱地区流动到位。师资薄弱地区学校还可

尝试其他足球师资补充途径,如向非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借调、返聘退休的优秀足球教师、向社会

组织或体育部门招聘兼职教师、鼓励区域间足球

教师兼职等。二是,要改善足球教师成长环境,
缓解足球教师流失。根据不同地区财政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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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建立体育教师薪酬基本标准,明确体育教师

超额工作量及组织训练、带队外出比赛的补贴额

度和要求,保证教师劳有所获、多劳多得。畅通

优秀足球教师的评职晋升通道,对校园足球发展

薄弱地区给予政策关照,如可将带队竞赛成绩纳

入加分条款。此外,在本地区编制统筹计划内,
教师编制的配置适当向体育教师倾斜,鼓励引导

退役运动员考取编制,缓解外聘教师流失严重的

问题。

3.1.2 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提高财政经费

分配的科学性

各地区校园足球发展的失衡,与长期以来政

府主导供给、经费分配失衡有关。首先,要鼓励

引导社会资本介入,提高校园足球经费供给中的

社会资本参与比例,大力发展以足球竞赛、足球

培训、场地建设运营、足球商品制造为代表的足

球产业。出台相关政策,激发足球及其相关产业

的发展动力,提高其社会认可程度,助力其对社

会资源的重新整合和有效利用,逐步实现校园足

球活动的经费供给转型。其次,根据不同地区教

育经费的分配情况和校园足球发展水平,加大对

校园足球开展薄弱地区的经费支持比例,由 “促
强”转变为 “扶弱”。各地方可设立校园足球发

展基金,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企业资本投入,
促进社会资本有序竞争和资源再分配,多维助力

校园足球发展。此外,可建立经费流向监督机

制,促使经费得到科学合理的统筹与使用,保障

薄弱地区校园足球的开展质量和发展动力。总

之,加快校园足球经费供给由 “政府主导,市场

补充”向 “政府引导,市场活跃,社会参与度

高”的模式进行转型[9],进而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推动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3.1.3 场地建设实施 “逆梯度”调整,推动场

地共享利用与协同布局

多渠道解决校园足球场地不足及不同地区

建设失衡的问题。一是,要根据全国足球场地

建设实际,场地建设可适当向校园足球发展薄

弱的地区倾斜。将各地区按照足球场地数量从

多到少进行 “梯度”划分,如城市为高梯度地

区,乡村为低梯度地区,着力提高低梯度地区

的场地建设比例,对具有良好开展成效的地区

进行示范宣传,激发其他薄弱地区场地建设的

积极性。二是,搭建场地共享平台,促进不同

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

通过搭建场地租借、竞赛交流等场地共享平

台,加强临近地区间场地建设布局的协同性,
实现足球场地建设互补,提升校园足球发展的

保障水平。例如,京津冀地区校园足球协同发

展模式[10],通过颁布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统筹

规划足球场地建设用地,推动场地建设一体

化、协同化,进而保障三地校园足球的协同发

展,促使校园足球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3.2 缩小发展差距的策略

3.2.1 线上学习缩小教学差距,加强足球校本

教材开发与应用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促进教学内容、条件和线上线下

教育资源等衔接配套;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与校园足球教学深度融合。对此,
校园足球教育教学发展薄弱地区学校要多利用互

联网手段向优秀学校学习。一方面,学习其足球

课及课间活动的安排方式,合理利用线上教学的

形式增加足球教学时间,缩小城乡间、中部与东

西部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每周足球课时的数量差

距;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优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的示范效应,向薄弱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传播

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缩小薄弱地区与

发达地区足球教育教学水平的差距。此外,鼓励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积极开展足球教材研发工作,
建立健全足球校本教材开发制度,突出足球教材

与教案的指导作用。同时,提高足球教师的科研

能力,促进其校园足球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不断革新足球教育教学理念及方法。

3.2.2 提高特色学校校长的足球文化认同,校

企合作助推竞技人才培养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的认知和态度是校园

足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1]。地方教育部门要积

极组织校长开展校园足球主题教育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校园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批示[12],深刻理解校园足球工作所蕴含的时代

意义及训练竞赛活动对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作

用,通过组织 “校长杯”足球赛及足球趣味运动

会等形式的活动,使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长感受

足球运动的乐趣和魅力,使其深化对足球运动的

认知,提高其对校园足球发展的支持力度。在足

球竞技人才培养方面,校企结合模式能够有效发

挥学校和企业双方各自的优势。薄弱地区的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可聘请职业或业余俱乐部的足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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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提升学校足球课余训练和竞赛水平,为足球

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有力保障。如,新乡市部分

中小学与当地足球俱乐部合作,利用俱乐部教练

专业化水平较高、足球训练体系先进的优势,使

学校在足球课程教学与校足球队训练方面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13]。值得注意的是,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应注意协调外聘教练员与本校足球教师之间

的关系,以及足球课程教学与课余训练之间的

关系。

3.3 优化足球生态结构的策略

3.3.1 因地制宜实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遴选

与布局,科学分配训练营的创建指标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遴选标准设置、布局规

划应遵循立足长远、因地制宜、做好存量、发展

增量的原则[14]。一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中小学

校总量、经济实力、足球文化氛围等因素,将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的遴选标准进行差异化调整。例

如,针对城镇学校师资相对充足但场地较少,乡

村学校场地相对富余但师资、经费匮乏的情况,
分别调整场地设施、师资配备指标在城镇和乡村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中的权重占比。二是,对

各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每年建设目标数量和

总目标数量分别进行短期调整和长期规划,适当

增加中部地区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数量,但在

此过程中仍需持续推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复核

工作,避免因区域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数量的不

平衡引发质量上的参差不齐,造成顾此失彼的被

动局面。科学分配 “满天星”训练营的创建指

标,保证不同地区训练营的指标分配与本地区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增量协调匹配,做到按需分

配,重点关注并适当增加中部地区 “满天星”训

练营的创建指标。此外,全国校足办可尝试建立

校园足球建设成效的奖惩机制,对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建设有明显成效的地区可酌情增加 “满天

星”训练营的 创 建 指 标,同 时 增 加 经 费 支 持

力度。

3.3.2 树立长远发展理念,强化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在不同学段的有机衔接

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是以学校为主的足球人

才培养模式的突出特点[15],校园足球学段配比

的科学性是畅通足球后备人才输送通道及保证教

育资源合理利用的必要前提,因此要切实解决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在不同学段的配比失衡问题。一

是,要以立足长远、久久为功为指导思想,树立

校园足球发展的 “一盘棋”意识,加强各地区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在不同学段的规划统筹,打造一

体化的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创建应遵循因地制宜、加强衔接的

原则。一方面,根据当前各地区不同学段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配比的具体情况,在优先提高小学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创建比例的基础上,东、西部地

区可适当提高初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创建数

量;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可出台相关政策,积极

应对初、高中取消足球特长生加分的现象,保证

足球后备人才的升学渠道畅通。此外,要加强不

同学段足球教育理念、教学内容的有机衔接,突

出不同学段足球人才培养的侧重点,避免为达到

不同学段的比例要求而忽视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

连续性和有效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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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enter-
prise

 

cooperation
 

to
 

help
 

cultivate
 

competitive
 

talents.
 

In
 

optimizing
 

the
 

aspects
 

of
 

football
 

ecological
 

structure,
 

the
 

selection
 

and
 

layout
 

of
 

campus
 

football
 

characteristic
 

school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e
 

creation
 

index
 

of
 

training
 

camp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allocated;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devel-
opment

 

in
 

different
 

phase
 

of
 

stud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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