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 !月 "#日举行的
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新一轮基
础教育课改中，在总课时减少的情况下，把小
学三至六年级每周 $节体育课提高为 %节，
高中每周 &节提高到 $节。任何学校不得以
任何理由和借口占用体育课时，并表示要重
点突出校园足球，争取在今年起逐步建立健
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
制。用 $年时间把校园足球定点学校由目前
的 '(((余所扩展到 &万所。今年起逐步建立
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
制，通过招生考试政策疏通足球人才成长通

道，源源不断培养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把校园
足球工作的成功做法逐步拓展到篮球和排球
三大球等集体体育项目中。
袁贵仁介绍，近年来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下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但总体看，学
校体育仍是整个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学生
体质健康形势依然严峻。他认为，应深化教学
改革，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将体育课作为
国家统一规定的学业水平考试的必考课，毕
业和升学必须达到合格水平。将学生体质状
况和体育特长如实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
案，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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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足球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喊了多年，但
很多足球小子们都遇到过类似的困扰———
一个从小喜爱踢球的孩子，可能到了初中，
因为学校没有足球特色项目，失去了继续
驰骋绿茵的快乐；中学足球队主力，由于父母
担心踢球进不了好大学，不得不告别球场。

打造顺畅人才培养链
如何打造一条顺畅的人才培养链，让爱

踢球的孩子们，可以接受更为系统和专业的
训练，可以无忧无虑地在绿茵场一直奔跑下
去？&()"年 *月，申城在全国率先做出探索。
由部分大学、中学、小学和区县教育局、体育
局自发组成的、致力于青少年足球人才“一条
龙”培养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上海市校园足
球联盟”在同济大学揭牌成立。
联盟 "+,家成员单位中，包括本市 *'所

大学以及来自 *-个区县的 +'所高中、!-所
初中和 **+所小学，*'个区县还相继成立分
联盟，其中 -个分联盟与 !所大学实现了签
约对接。在校园足球联盟内，高校聘请专家对
高中、初中、小学足球教学与训练提供技术支
撑，区县教育局在人力、物力、资金、政策等方
面提供管理、服务和支持的建设体系。
日前，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来沪

参加第 *&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时
表示，上海的校园足球联盟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有值得推广的经验。“我们希望定点学校
每个学生都会踢球，每周一节体育课必须上
足球课，班班有球队，周周有球赛，每一个学
生都成为足球人口。”

成立了区级足球联盟
杨浦区鞍山初级中学初一的王一诚是校

足球队队员，在刚刚举行的东亚校园足球邀
请赛上，他获得了金球奖。在老师眼里，王一
诚是个“聪明小孩”，踢球有章法，读书很轻
松，尽管经常训练，他总是能保持班级第三、
年级前十的好成绩，最近他还被推选为年级
大队长。
鞍山初级中学校长贾晓岚介绍，在鞍山

初级中学，这样的孩子并不少，全校目前每个
年级都有约 *.名足球特长生，每个年级组织
一支专业队伍每天训练。与此同时，学校开设
的足球课程、班级赛等活动将足球文化蔓延
至全校。
贾晓岚说，中学在联盟中扮演着承上启

下的角色，“从五角场小学、平四小学对口选
拔的足球特长生都很优秀，我们希望这些优
秀学生不要过早脱离文化学习和校园生活，
在校园足球的氛围里成长，将来再推送到高
中、甚至大学，让这些足球少年有更宽的选择
道路。”学校毕业生有的走上职业足球道路，
有的进了申花队，还有的成为了足球教练。学
校足球教练柴俊明就曾是鞍山初级中学的毕
业生，后来他被复旦附中录取，然后考上体育
学院，现在回到了母校，和孩子们一起与足球
为伴。

&.*&年，随着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的成
立，各区县成立了区级的足球联盟，比如黄浦
区由多次在市级比赛中夺冠的大同中学担任
“盟主”，区内各校组建了联合教练组，大同中
学的教练走进小学和初中校园教孩子踢球。
这个暑假，足球少年聚在一起，分年龄段进行
训练。

帮助小球员圆名校梦
在大同中学足球项目负责人陆兴海看

来，区内的横向沟通和各学段的纵向交流，有
利于高一级学校发现足球好苗，并让热爱足

球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圆名校梦。他坦言，如
今，大部分家长并不愿意孩子将来走足球专
业道路，希望孩子学业和球技兼顾，“两条腿
走路”，联盟打造的升学直通车，有助于把一
批有踢球天赋的孩子留在绿茵场。“以前，全
市只有 %所高校有足球专业高水平运动队，
可以招收体育特长生，现在，联盟内有 *'所
高校，不少高校规定，只要达到一本分数线，
就可凭借足球特长被录取。”&.*& 年、&.*+
年，先后有两名大同足球队队员因此被上海
财经大学录取，还担任了队长。
在大同中学，每天放学后，足球队要进行

&个小时的训练。为了让他们不落下文化课
学习，每天中午，学校组织老师为足球队队员
进行 %.分钟的学业辅导，双休日也为他们义
务补习。队员如果成绩下滑了，家长将在第一
时间收到通知。高二的郭智鳞是球队主力左
边锋，家住杨浦区，每天清晨 '点半就要起
床，但成熟的体教结合模式，让郭智鳞的父母
对孩子踢球全力支持。近年来，大同中学足球
队的成员，全部被大学录取。

曾经起草联盟发展纲要的成耀东坚信，
搞好校园足球，设置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学生
联赛并且在联赛中大力培养基层教练是重中
之重。 本报记者 易蓉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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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校园足球联盟走在全国前列!经验值得推广

让小球员升学踢球"两不误#

! ! ! !卢晓已入不惑之年，青春的记忆中，新
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以下简称!晚

报杯"）是一个符号。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中国掀起一轮

足球热，卢晓那时正在中学读书。他先后参
加过%届“晚报杯”，并和队友获得两届杨浦
赛区冠军。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夺冠的两
次。那会，他已经到加拿大求学，专门打“飞
的”回国和小伙伴一起参加“晚报杯”球赛。

这些年，两座金杯是卢晓家里最珍贵
的收藏品。朋友到家里做客，参观奖杯是
一项重要内容。在上海的众多足球爱好者
中，和卢晓一样对这项赛事感情深厚的不
胜枚举。

今年，“晚报杯”举办第&,届，这是一项
有深厚底蕴的中学生足球赛。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国足球氛围浓厚，这项运动在孩子
们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民晚报是
一张飞进寻常百姓家的报纸，时任总编辑
束纫秋认为，报社应当从各个层面服务群
众。搭建“晚报杯”的赛事平台，可以让孩子
们以球会友，开阔眼界，强身健体。“晚报
杯”的举办，希望能帮助增加上海足球人
口，即使小孩子今后没有成为球员，他们长
大后可以是球迷，是个健康的人。

*,#-年，新民晚报社联合上海市体委、
上海市教委共同主办首届“晚报杯”球赛，
有+#.多支参赛队参赛。此后的多年间，新
民晚报社始终冠名，全力支持这项赛事。八
十年代末期，“晚报杯”还增设女子组比赛。

*,,%年，借世界杯的东风，“晚报杯”也
被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参赛队扩容到

*&*#支，选手达到*+#,.名。学生们第一次
喊出了“我们的世界杯赛”的口号，并沿用
至今。那一年，上海电视台直播基层高中组
冠亚军决赛及颁奖仪式。电视实况转播中
学生业余球队赛不仅在上海是头一回，当
时在国内也绝无仅有。
九十年代末，“晚报杯”的规模有了大发

展，参赛队伍已覆盖到*!个区县的+...多支
球队，逾+万名中学生报名参加。随着比赛规
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也日益深远。开幕式
被史无前例地安排在上海体育场，并由上海
电视台与有线电视台联袂现场直播。

前些年，中国足球走入低谷，足球不再
是学生的第一运动，但是“晚报杯”球赛照
样每年举办，今年有*-#,支队伍参赛。

本报记者 钟喆

新民晚报杯暑期中学生足球赛已连续举办29届

以球会友 开阔眼界 强身健体

编后

! ! ! !就像中国足球联赛发端之初# 上海走在

全国的前列# 在教育部提出振兴足球教育 !

年行动计划时# 上海的校园足球联盟已经发

展得如火如荼$上海是一个喜爱足球的城市#

但上海足球的发展也是起起落落# 俨然中国

足球的缩影$ 中国足球的衰弱#输在机制#更

输在精神$如今机制有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

像新民晚报杯这样在逆境顺境中对足球运动

始终如一的坚持#需要的是像卢晓那样#对足

球永不放弃的热爱$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岳铭

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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