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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运用调查法、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科研方法分析了我省男足竞技后备人才缺乏的主

要原因( 并提出解决办法( 以期能为我省男足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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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对象

以四川省第十届省运会 "& 个地区足球参赛队

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教练员、运动员、运动员家长

和带队领导以及足球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和访

谈，共同对我省男足竞技后备人才缺乏的原因进行

深入地探讨与分析。

!# " 研究方法

!# "# ! 调查法 以问卷的方式对足协领导、教练员和

运动员家长进行访问( 得到第一手资料。

!# "# " 文献资料法 查找有关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

方法及影响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因素。

!# "# + 逻辑推理法 在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 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 找出后备人才缺

乏的成因( 探索出解决办法。

" 调查结果与分析讨论

"# ! 四川竞技足球后备人才缺乏的因素

"# !# ! 长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构成后备人才不可或

缺的因素

英式足球的基本风格是长传冲吊( 表现出的正

是早期英格兰殖民扩张与征服的民族文化传统。德

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严谨( 注重身体和意志——— 自

信和坚强。坚忍不拔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对德国足

球也有着深厚的影响( 拉美文化具有欧洲文化的古

典与浪漫( 以及印第安文化的激情与冲动。一百多

年来( 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以其满腔的浪漫情怀( 在

足球场上用美妙的创意尽情地展现出了他们的想

象、勇气、冲动、冒险和洒脱。

龙的传人信从孔儒之礼让谦恭( 巴蜀之国更是

推崇备至。调查表明( 有 !%2家长不支持自己的孩子

参加足球运动( 有 ’%2的家长一般( 有 +&2的家长较

支持( 很支持的仅占 !&2。有 ’&2的家长将容易受伤

列为不支持孩子参加足球运动的因素之一。现代足

球除了讲究技战术外( 还必须有顽强的意志和积极的

拼抢精神( 以及良好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是温文尔雅(
以德服人，主静。另一方面是积极思变，武力征服，主

动。文化、意识的不同，影响结果也大相径庭。

"# !# " 资金的缺乏和场地设施的短缺、训练时间少

是影响我省青少年训练的禁锢

体育运动需要资金的支持。作为体育运动的一

个分支的足球，需要以经济为基础。场地的管理，设

备的更新，教练和球员的生计( 那一环节没有经济作

为支撑点，都将影响球队的正常训练和比赛( 都将影

响足球运动的连续性发展。作为西部经济不发达地

区( 我省对青少年培养，根本无法与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相提并论。调查表明有 /%2 的参赛队伍的参赛费

都是学生的自筹，就是成都，这一经济和足球相对发

达的地区也在之列。

通过对我省青少年训练点的调查发现( 青少年的

足球训练有 $&2集中在学校足球场( 有 +&2集中在

本市体育局足球场( 有 !&2无固定的训练场所。训练

时间的调查表明( 所有的训练都是安排在课余、星期

六和星期天。平均每周训练在 % 小时以上的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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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 在 2 小时以下的占 2)3。资料表明4 每周训练

时间低于 2 小时4 就不能对青少年进行系统地训练，

违背了足球教学和训练过程中的“三性”原则。

(& ( 四川竞技足球后备人才缺乏的人的因素

(& (& $ 足球主管部门重视度不高是川足竞技足球缺

乏动力的事实依据

领导的重视是搞好一项工作的有力保障4 是全

体参与者的动力和核心力量。但中国足协的 “两块

牌子4 一套班子”的领导机制4 让足球运动发展缺乏

动力。英超、意甲等足球运动发达的国家，哪一个不

是将足协和足球俱乐部的经营及管理分开的，各负

其责，各施其能。与其他项目相比较，足球在我省并

不是什么优势体育项目4 在全国的城运会和全国运

动会上不能争金夺银4 因此各领导并不把足球运动

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越不重视，越落后；越落后，

越不重视。

调查表明足协主管部门领导每年到球队检查或

指导次数：有 223 的队是为 ) 次4 有 123 的队是在

" 次以下。

(& (& ( 教练员执教水平不高是影响我省足球后备人

才培养的最直接因素

调查表明4 执教我省各个地区青少年的教练员

文化程度都在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4 都有学习过足

球的简历4 执教的教练员持有 5 级以上的教练员证

书的教练员仅占 623 4 没有教练员证书的占 (23 。

执教青少年队伍训练的教练员不仅仅会踢球4 更重

要的是要知道如何教会青少年踢球。虽然4 教练员

证书并不能直接说明执教水平4 但从德国等足球发

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4 在上岗执教前4 接受必要的

培训是当好一名优秀教练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4 懂

得如何教会青少年踢球是每一个执教青少年教练必

备的基本素质。

(& (& . 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不完善是我省男足竞技

后备人才缺乏的另一因素

我省的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现状是：除成都市

有一套完备的训练体系外，其它各地市州都没有。

调查显示，除成都市外4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参训年限

都在 " 年以下4 也就是，他们在 $) 岁以前没有参加

过系统足球训练。而足球培养的最佳开始年龄是 6
岁左右4 足球的科学选材中，! 7 $) 岁已经完成了对

足球运动员初选。$) 岁以后开始参加足球训练是浪

费人力、物力 和财力，其结果得不偿失。我省专门从

事足球训练的学校仅有 $ 所。有些地区虽然利用学

生课余时间组织足球训练班，但训练都十分不规范4
实行收费训练，以盈利为目的4 工作的目标并没有放

在以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高度之上。训练的青少年

也是不固定的变动很大，得不到系统的训练。另一方

面4 由于培养的足球运动员就业难4 影响来参加训练

的球员和家长积极性4 使参训队员人数减少4 选材范

围变小4 不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建立一套完备的后

备人才培养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 结论和建议

.& $ 逐渐改变川人的传统思想，增强竞争意识，抛弃

重文轻武的思维方式

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4 努力提高川人的竞争和

参与意识。足球工作者应做好足球正面的宣传工作，

改善足球大环境，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给竞技足球

后备人才创造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为他们的成长

扫除障碍。

.& ( 提高足协领导的重视，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场地

设施和训练时间的需要

加大足协领导对地方足球青少年训练工作的监

督力度，深入基层训练，热忱为我省青少年足球后备

人才培养服务。广开财源，争取最大资金投资，保障

训练场地设施建设。

.& . 建立一套完善的培养青少年足球竞技后备人才

体制

完备的足球竞技后备人才培养体制4 是提高我

省男子足球竞技水平的有效捷径4 也是保障我省男

子足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力。能够节约人力、物力和

财力，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更好地为提高我省

男足竞技足球水平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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