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合肥市小学女子校园足球开展现状为研究

对象，以参加2014～2015年度全国校园足球联赛

（合肥赛区）小学女子组赛事的8只球队中8位足球

指导员、65位足球队员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需要,检索查阅了

从2000年至2014年中国期刊网文章以及国家体育

总局及地方体育部门网站材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

供有利的理论依据。

1.2.2 问卷调查法

为确保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在制定问卷的初

稿后，向3位足球指导员征求了意见并修改，再呈送

5 位专家,80%的专家认为问卷合理或非常合理，

20%的专家认为基本合理，表明问卷的有效性较

高。本研究采用重测法对两份调查问卷进行了信

度检验，检验结果，指导员问卷的系数为0.90，队员

的系数为0.91。其检验结果表明符合要求，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

2014年12月28日比赛当天全部发放与回收。

向指导员共发放8份问卷，回收问卷8份，有效问卷

8份，有效率100%；向队员共发放65份问卷，回收问

卷65份，有效问卷64份，有效率98.5%。

1.2.3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数理统计法，采用

了SPSS20.0统计和Excel进行处理与分析。

1.2.4 实地考察与访谈法

实地考察了足球比赛的现场情况，通过实地考

察了解比赛的基本现状。在比赛现场对相关足球

裁判和主管足球工作的领导以及队员家长进行访

谈，了解合肥市小学女子校园足球开展的有关情

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队员现状调查与分析

2.1.1场地与器材情况

在对合肥市开展小学女子足球训练的学校调

查得知，全部都有足球场地，标准人造草坪足球场

有4片，不标准天然草坪3片，不标准人造草坪1

片。可见，场地基本可以满足需求。

训练器材的充足度是保障足球训练正常开展

的基本条件，调查结果可知，62.5%的指导员认为足

球训练器材一般可以满足训练的需要，仅有25%的

指导员认为训练器材不足。

2.1.2训练年限

在对参加此次合肥市校园足球联赛比赛的学

生训练年限调查统计得知，有31.3%的学生训练年

限不足一年，有 28.1%的学生训练刚达一年，有

28.1%的学生训练年限达到两年，仅有12.5%的学生

训练年数达到了三年，四年和五年以上的还没有人

达到。由此可知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运动只是初

期阶段。

2.1.3每周训练次数

调查结果显示，每周训练1～2次学校有1所，

占12.5%，每周训练3～5次的有4所，占50%，每周

训练5次以上的学校有3所，占37.5%。可见大多数

的学校都可以保证每周的训练次数在3次以上，这

对于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来说是非常

乐观的。

2.1.4队员对训练的态度

调查的64名队员中，75%的队员对训练态度表

示很喜欢，21.9%表示比较喜欢，3.2%表示一般和不

喜欢。可见学生对足球训练的积极性很强，这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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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小学女足运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一面。

2.1.5 队员进入球队的主要途径和动机

队员进入球队的主要途径方面，大多数的学生

进入球队的主要途径是自己主动申请和指导员的

选拔以及班主任的推荐。由表1可知，学生进入球

队的主要动机有个人爱好、锻炼身体、想当球星，其

中有59.3%的学生是为了个人爱好，有32.8%的学生

是为了锻炼身体，有6.3%的学生想要成为足球明

星，有1.6%的学生是为了缓解学习压力。通过访谈

得知：随着队员的年级和年龄增长，部分队员的动

机开始转向升学，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家长的

考虑。
表1 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队员进人球队的主要动机

统计表（N=64）

2.1.6队员对足球运动认知主要获取渠道

由调查得知，39.1%的学生是从电视获取的，

10.9%的学生是通过报纸或杂志，48.4%的学生是通

过指导员获取的，35%的学生认为是从校园男子足

球队员获取的，9.4%是通过家庭或亲戚朋友获取

的，21.9%的学生是通过网络获取的，6.3%是通过其

它渠道获取的。可见，小学女子足球队员对足球运

动的认知主要获取渠道呈现多样化态势。

2.1.7女子足球队员参加比赛现状与经费投入

情况

比赛无疑是检测训练效果最好的办法之一，相

对正规的赛事，更能检测一个球队的训练水平。通

过对参加足球赛次的统计结果得知，75%的运动员

每年只参加2次比赛。可见比赛的组织不容乐观。

据了解，合肥市正在逐步增加小学女子足球比赛，

如晚报社小学生女子足球联赛、合肥市女子校园足

球联赛、全国女子精英夏令营等。可见，小学女子

足球运动已逐渐开始被社会关注，这将对合肥市小

学女子足球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一面。

由表2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开展女子足球训练

的小学中经费投入在1000～4999元的学校有2所，

占调查比例的25%；投入经费5000～9999元的有3

所，占总比例37.5%；投入经费10000～19999元的有

2所，占总比例25%；而投入2万以上的学校仅有1

所，占调查总比例的12.5%。指导员对经费富余度

的调查结果中显示 ，37.5%认为投入经费充足，25%

认为较紧张，37.5%认为不足。据悉，现合肥市每支

球队的主管部门拨款最低在1.9万，而以上结果显

示，很大一部分的资金并没有用作女子足球运动的

开展。从合肥市开展小学女子足球的学校来看，经

费情况相对来说无法满足训练与比赛的需求。另

外，比赛经费的来源过于单一，缺少赞助。学生参

与足球赛的经费有 85.9%是由学校承担的，仅有

3.1%是由赞助商承担的。
表2 合肥市小学对女子足球队的经费投入和富余度

情况统计表（N=8）

2.2 指导员现状调查分析

2.2.1指导员基本情况

经调查，合肥市开展小学女子足球指导员都为

男性，年龄最大的为48岁，最小的为24岁，平均年

龄29.8岁，其中有7位指导员的大学专项为足球专

项，仅有1位是田径专项，指导员的运动经历中1人

省队，1人市队，2人大学校队，2人大学体育院队，

87.5%的指导员执教女子足球训练的年限是1年，仅

有1位指导员执教年限是5年，平均执教年限1.5

年，在指导员的等级上，7位指导员是无等级，仅有1

位指导员是C级。在向指导员访谈时了解到，大多

数的学校只拥有1位足球指导员，同时开展男子足

球的同时开展女足运动在很多学校无法完成。可

见，合肥市小学女子指导员的执教经验不足，指导

员的配备量不能满足小学足球运动开展的需求。

2.2.2指导员的收入及对收入态度分析

作为女子足球指导员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的有6位，占总调查比例的75%，月收入1000～1999

元有1位，占12.5%，月收入2000～2999元有1位，占

12.5%。由表3调查统计可知，75%的指导员对自己

作为足球指导员的收入持一般态度，有12.5%持不

满意态度，仅有12.5的指导员持非常满意的态度。

可见，合肥市开展小学女子足球的学校，指导员的

收入相对较低，大多数指导员对自己的收入不太满

意。通过走访得知，作为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指导

员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学校是将训练化为课时费

来计算的，课时费基本上都在几元钱一个课时，还

有部分学校校长和主管部门较为支持，就会下拨部

分资金给指导员作为补贴收入。

动机

人数

比例（%）

个人

爱好

38

59.3

锻炼

身体

21

32.8

想当

球星

4

6.3

考试

加分

0

0

长辈

影响

0

0

缓解学

习压力

1

1.6

其它

0

0

共计

64

100

指标

1000元以下

1000～4999元

5000～9999元

10000～19999元

20000元以上

共计

人数

0

2

3

2

1

8

比例（%）

0

25

37.5

25

12.5

100

指标

很充足

充足

较紧张

不足

严重不足

共计

人数

0

3

2

3

0

8

比例（%）

0

37.5

25

37.5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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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作为足球指导员的月收人情况和态度统计表（N=8）

2.2.3指导员制订训练计划情况

在对指导员制订的训练计划类型的统计中，

75%的指导员制订了阶段训练计划，50%的指导员

制订了年度训练计划，25%的指导员制订了多年训

练计划，37.5%的指导员制订了周训练计划，37.5%

指导员制订了课训练计划。可见大多数的教练对

足球训练都有一个宏远的计划，然而在周训练计划

和课训练计划的制订上没有具体化，无法保证训练

水平的层次。然而，据了解大多数的指导员是凭借

经验在带训练，这样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2.2.4指导员自我认为需要完善的知识情况分

析

表4统计结果显示，75%的指导员认为自己在

足球技战术系统理论知识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62.5%的指导员认为在管理学知识上需要完善，在

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和体育基础知识上各占

12.5%。由此可见，当前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指导

员对战术理论知识以及对足球运动的管理能力的

掌握还不算太高，所以大多数的指导员希望自己在

这两个方面有所提升。
表4 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指导员自我认为需要完善

的知识统计表（N=8）

2.2.5影响指导员训练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在对影响指导员训练积极性的主要因素调查

统计显示（见表5），50%的指导员认为是经费不足，

50%的指导员认为是相关待遇差，37.5%的指导员认

为校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够，25%的指导员认为场地、

器材条件差，认为生源不理想、精力有限和其它的

各占12.5%，可见最重要的还是经费和待遇上影响

了指导员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对合

肥市小学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表5 影响指导员训练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统计表（N=8）

2.3制约合肥市小学女子校园足球训练开展的因素

分析

通过调查指导员得知，制约合肥市小学女子足

球训练开展的因素非常之多，依次是：教育体制与

足球训练制度的不协调、相关政策不完善、大众的

足球文化观念落后、指导员的科学化训练水平不

高、足球运动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制

约了足球的开展、资金投入不足、媒体对足球运动

的宣传力度不够、学校领导的不重视，分别占被调

查人数的62.5%、50、50%、50%、37.5%、25%、25%、

25%、12.5%。

3 结论
3.1合肥市开展小学女子足球训练的学校，足

球场地设施和器材配备量情况基本满足开展需求。

3.2指导员业务知识不完善以及指导员的配备

量不足，绝大多数的指导员无等级。存在“兼带”训

练的现象，阻碍了小学女子足球训练的开展。

3.3合肥市开展小学女子足球训练的小学指导

员的相关待遇差，绝大多数指导员对自己的工资待

遇不满意。待遇差的问题势必会影响指导员对训

练工作的积极性。

3.4学校在女子足球训练上投入的经费不足，

大多数学校的经费使用不能到位，经费存在“它用”

的情况较为多见；另外，比赛经费渠道单一。

3.5运动员参加比赛次数少，系统化的比赛体

制不健全，学生参与足球比赛的锻炼机会少。

4 建议
4.1改善足球相关政策。根据国家近期提出有

关足球的相关指导纲要，结合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

开展的现状，制订符合合肥市小学女子足球运动的

相关政策。以政策促发展，只有足球开展得到了保

障，才会有很好的发展。

4.2加强小学足球指导员的队伍建设，加强现有

足球教练员的培训、进修工作力度，积极与大学合

作加大培养足球教练员力度；提高指导员的待遇；

指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共计

人数

1

0

6

1

0

8

比例（%）

0

0

75.0

12.5

0

100

自我完善

体育基础理论知识

足球技战术系统理论知识

管理学知识

心理学、教育学知识

哲学、谋略学知识

其它

频数

1

6

5

1

0

0

比例（%）

12.5

75.0

62.5

12.5

0

0

影响因素

场地、器材条件差

经费不足

相关待遇差

校领导不重视

生源不理想

精力有限

其它

频数

2

4

4

3

1

1

1

比例（%）

25.0

50.0

50.0

37.5

12.5

12.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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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小学足球指导员的编制，可采用竞聘制向社会

招纳足球专业指导员进校园。

4.3加大经费投入，做到校园足球专项经费专款

专用，吸引社会的关注和企事业单位对小学女子足

球人才培养的赞助。青少年是我国足球的根基，应

该受社会的关注，必须加大力度进行宣传；吸引企

事业单位对赛事的赞助。

4.4建立系统化的比赛制度，根据合肥市小学女

子足球开展的基本情况，建立符合合肥市小学女子

足球赛制的相关制度；联合教育部、体育部以及社

会企事业等单位，共同提高比赛奖励办法；以及建

立相关升学政策，教育部门应制订从小学到高中有

机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解决运动员升学的后顾之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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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fei City Primary School Women's Football Movement

DENG Fei1，DING Xue- kuan2，WANG Hui1

(1. College of Physical and Scienc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2. Hefei Sixty-second Middle School，Hefei，Anhui 231633)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 Hefei women's

football movement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campu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are that

football field facilities can meet the demands basically, coaches lack, business knowledge is imperfect, low wages,

the general lack of funding, the game is less, the systematic competition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the football related policies, strengthening team construction, coaches, increasing social propaganda,

perfecting competition mechanism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Hefei city ; women campus football; pres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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