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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关乎我国足球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三大球”振兴的关键环

节，更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从

培养理念、培养路径、选拔体系、教练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对日本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

系进行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为我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可鉴之处。通过对

日本足球后备人才模式的研究表明：其“球员第一”的培养理念、完善多元的培养路

径、科学合理的选拔体系、实力雄厚的教练员队伍是确保日本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成功

的主要原因。经验与启示：确立科学统一的青训培养理念；优化多元化的足球人才培

养路径；打造科学化的足球人才选拔体系；加强教练员培训的规范性与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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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rom Japan’s Football Reserve Talent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vitalizing the “Three Big B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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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young soccer reserves is related to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cer career, is 

a key link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three big balls”, and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ports country.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from the cultivation concept, 

cultivation path, competition system, selection system, co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soccer reserve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research, summarize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soccer reserv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Japanese soccer reserve talent model shows: Its “player 

first” training concept, perfect and diversified training path, sound and complete competition system,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election system, strong coaching team is the main reason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Japanese soccer reserve 

talent training.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unified training concept of Chinese soccer 

youth training; improve the diversified training path of Chinese soccer talents; create a scientific selection system of 

soccer talents;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of coach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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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日本足球协会（JFA）在 2005 年的《梦宣言》

中曾提到日本足球的规划理念与构想［12］：（1）足球

运动的普及教育；（2）提高足球竞技水平；（3）秉

承公平竞争的精神。随后，日本足协发布了《青少年

足球培养纲要》，其中明确指出日本的青训策略首先

侧重于让青少年在足球比赛或训练中体验乐趣，激发

竞争意识。这套策略通过构建一个全面的教育与训练

体系，旨在为俱乐部和国家队培养杰出的足球人才。

因此，日本足协确立了以快乐与兴趣为主导，同时注

重成绩，并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置于核心地位的培养

理念。同时，还提出“球员培养要立足于长远目标”

的统一指导原则。统一的培养理念并不意味着统一的

训练方式、方法，而是以不同年龄阶段通过相应的指

导理念进行统一培养，进而有助于球员和教练员的共

同进步。一方面为日本职业联赛、国家队输送高质量

的足球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日本青少年校园足球

的普及和足球文化的产生［3］。

1.2  培养路径

日本在足球人才的培养上，主要依托“体教结合”

的模式，其中校园足球占据了核心地位。日本足球后备

人才的培养模式与其职业俱乐部训练中心培养系统以及

职业足球俱乐部青少年培养系统紧密融合，共同构建了

一套全面且高效的培养体系。如图 1 所示。

2019年，国务院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道路，构建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三大球’训练、竞赛

和后备人才培养体系”［1］。2023 年 3 月 12 日，国家体

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两会期间表示：“三大球”要搞上

去，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也是我们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必须补上的短板［2］。足球作为“三大球”中最受关

注的项目，对“三大球”的振兴具有重大意义。2015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由

国家层面正式牵头中国足球的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中国足球取得了进步，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足球后备

人才的培养依旧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主

要表现在体育系统面临人才分流困境和教育系统面临人

才输送通道狭窄困境。反观日本足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日本足球的迅猛崛起，无疑归功于

其全面而精细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本文旨在深入

剖析日本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卓越模式，从培养理念、

培养路径、选拔机制以及教练员培训等多个维度出发，

为我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育提供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1  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日本经验
借鉴

1.1  培养理念

日本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秉持着“球员第一”的发

图 1  日本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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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校园足球系统在日本足球协会（JFA）的统筹管

理下，构建了四级联赛培养纵向体系，涵盖了小学足球

（U12）、中学足球（U15）、高中足球（U18）以及大学

足球［4］。每一所学校的足球队都以俱乐部形式运作，确

保了足球活动在学校内的普及化和专业化。日本校园足球

在学生的日常训练、学习及生活管理上都进行了详细而周

密的规划。这种全方位的管理不仅注重学生的足球技能提

升，同时也重视学生的学业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确保了

学生在足球梦想和学业成就之间取得平衡。校园足球作为

日本足球后备人才主要的途径，例如日本比较出名的高中

联赛，在高中阶段主要通过实战比赛加强球员的技术能

力、心理素质等，为球员进入职业联赛做准备。据统计，

在2022届卡塔尔世界杯，日本队中有9名球员来自学校

系统培养。像三笘薰、伊东纯也等都是从高中联赛到大学

联赛，最终进入职业联赛成为职业球员。足球俱乐部训练

中心培养系统是由职业俱乐部训练中心制度发展而来，是

日本最主要、规模最大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系统，包括四

个层级，从上至下依次是国家足球训练中心、地域足球训

练中心（9个）、都道府县足球训练中心（47个）、各地

域足球训练中心。训练中心制度的核心目标在于发掘有潜

力的足球选手，并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强化和培育。同时，

这一制度还致力于向教练们灌输和传递日本足球协会的指

导方针，以提高整体的足球训练水平。在职业足球俱乐部

青少年培养系统中，U12、U15、U18的纵向培养体系起着

关键的支撑作用。这一体系确保了青少年选手能够在职业

化的环境中接受系统的训练，而经费、场地和教练等关键

资源均由职业俱乐部直接提供，从而确保了训练的高质量

和连续性。日本足球所采取的“校园足球+青训体系”双

轨制发展模式，为足球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

一模式不仅为日本职业联赛输送了大量优秀的后备人才，

也为国家队的竞技实力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这一模式，

日本足球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足球事业

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选拔体系

日本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选拔路径主要以校园足

球人才选拔、职业足球俱乐部选拔以及日本国家训练中

心的多向人才选拔途径为主。在日本，足球后备人才的

选拔主要由足协下属的国家训练中心负责。如图2所示。

图 2  日本足球人才选拔体系

针对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俱乐部后备人才衔接机制

的不完善，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对日本培训中心青少年

的年龄划分进行调整。在校园足球体系中，通过建立完

善的小初高大四级联赛机制，学生们在小升初的关键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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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足球才能，选择适合的中学

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足球技能。在高中阶段，通过在各

级足球联赛中的出色表现，优秀的球员们有机会被选拔

进入大学联赛，从而开始他们迈向职业足球的道路。这

些联赛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是他们

实现足球梦想的重要跳板。在日本职业足球体系中，建

立了 U12、U15、U18 职业梯队，通过逐级优选，最终选

拔出优秀的球员成为职业球员，进入国家队、国奥队，

为国争光。日本国家训练中心的青少年按照年龄划分为

U12、U14、U16，国家训练中心每年都要针对不同年龄

阶段的足球运动员组织一到两次集训。日本足球人才的

培养遵循着市、区、町、村，都、道、县、府，以及国

家级别的逐级优化体系。为了确保足球人才选拔的专业性

和系统性，日本足球协会（JFA）任命了不同级别的青训

教练员直接参与这一过程。这些青训教练员在选拔足球人

才时，必须持有由日本足协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这一

要求确保了教练员的资质和能力，从而保障了足球人才培

养的高质量和高效性。通过这样的体系，日本足球不断发

掘和培养优秀的人才，为各级联赛和国家队输送了源源不

断的后备力量。同时，还会派遣优秀的教练员去欧洲学习

先进的青训理念与技术。此外，日本足协重视运动员与国

际足球接轨，2003年制定了《青少年精英培养计划》，增

设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留学项目，在足球强国青训体系的

熏陶下，为国家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教练员培养体系

日本足球对教练员培养以“世界的标准”为宗旨，

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推动日本足球教练

员整体水平提升。日本足球教练员培训过程中高度重视

情报分析，紧随世界足球发展步伐，为教练员培养提供

指导性意见［5］。如图 3 所示。

图 3  日本足球教练员培养体系［5］

从1994年起，日本足协提出培养“9000名C级资质”

的五年计划。2006 年，日本又建立了少儿足球指导员认

证体系，旨在强化对 10 岁少儿足球的指导。日本足球协

会（JFA）对教练员的资质有着严格的要求，目前设立了

S、A、B、C、D 五个等级的教练员等级制度［13］，其中

守门员教练员则分为 A 级、B 级、C 级三个等级。这些

等级制度确保了教练员的执教水平和专业素养，为日本

足球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据统计，到 2015 年为

止，日本已拥有具备正式执教资格的教练员共76539人。

短短两年后的 2017 年，这一数字增长至 87520 人，显示

出日本足球在教练员队伍建设上的持续努力和显著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足协对教练员的继续教育给予了高

度重视。他们建立了完善的教练员培训体系和跟踪回访

机制，以确保教练员能够持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

力，从而更好地培养足球运动员。这种对教练员队伍建

设和持续教育的重视，无疑为日本足球的持续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动力［6］。同时日本足协也会源源不断地派送教

练员到国外进修。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日本足球协会积

极推动教练员国际化培训项目，已有超过两万名教练员

赴足球发达国家深造。这些教练员在提升个人执教能力

的同时，也成功将发达足球国家的先进理念和训练方法

带回日本，为本土足球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举措确保

了日本足球运动员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接受到科学、系统

的培养。此外，日本足协在裁判员培训方面也做出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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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署，建立了包括国家训练中心、地方训练中心、都道

府县训练中心以及女子裁判员训练中心在内的四类裁判员

训练中心，这些训练中心为裁判员提供了专业、系统的培

训，旨在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执法水平，从而确保足球

比赛的公正、公平。日本足球教练员的培养体系不仅关注

教练员数量的增加，还更加重视培养质量的提升。在培养

过程中，教练员不仅要学习技战术能力的培养，还需深入

掌握不同年龄段队员的生理、心理特点及相应的训练规律。

这种全面的培养方式确保了教练员能够针对运动员的个体

差异，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训练指导。

2  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国实践
指向

2.1  确立科学统一的青训培养理念

青少年足球的培训理念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在

注重科学性训练的同时，强调足球为球员带来的快乐。

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主要由教育部门主导下的校园足

球与体育部门主导下的竞技足球两部分组成。前者强调

足球的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竞技足球培

养理念以培养精英球员为目标，以提升比赛成绩为目的，

过早地将青少年集中进行成年化训练，忽视了球员的文

化素质培养以及个性特征的养成［7］。由于体育系统与教

育系统不同的职能定位与发展导向，在整个青少年足球

培养体系中角色不明、目标不清、价值观不同，导致校

园足球“轻武尚文、轻提高而重普及”。竞技足球盲目

追求“轻文重技、比赛至胜”，呈现“锦标主义”之势［8］。

针对我国足球青训培养的现状，我们应当以青少年

的长期发展为核心目标，构建科学、统一的中国足球青

训培养理念。首先，需牢固树立以球员为本的训练理念［10］。

足球训练不应仅仅关注竞技成绩，更应注重球员个体的

成长体验。通过精心设计的足球训练，让球员真正感受

到足球带来的快乐与魅力，激发他们的热爱和投入，从

而为他们的足球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应积极借

鉴国际先进的足球指导理念，并将其与未来足球的发展

趋势相结合，指导青少年的足球训练。青少年球员作为

足球后备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培养直接关系到

我国足球的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前瞻性的视野，

结合国际足球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为青少年球员提供科

学、系统的训练与指导，确保他们的成长符合未来足球

的发展需求，为我国足球培养更多高水平、高水准的职

业球员。最后，制定科学的训练规划。训练规划不单单

是对于足球专项技能的规划，同时要注意球员的文化学

习，解决学训矛盾，从而使专项训练、文化学习、个性

养成协调发展。

2.2  优化多元化的足球人才培养路径

近年来，我国对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逐步

提高，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力求构建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路径。日本足球人才的培养主要是

通过“体教结合”模式，以校园足球为主体，与职业俱

乐部训练中心培养系统、职业足球俱乐部青少年培养系

统相融合。反观中国，我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体育

部门与教育部门为主渠道，以校园足球、职业足球俱乐

部梯队、青训中心、足球学校为核心的培养路径［7］，具

体表现为：（1）职业俱乐部与校园足球合作建立后备人

才基地；（2）加强职业俱乐部与体育系统的合作，共同

致力于球员的培养与发展；（3）教育系统与足球学校携

手合作，共同建立并发展足球学校；例如恒大足校，为

青少年球员提供优质的教育和足球训练。（4）教育部门

积极与职业足球俱乐部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并管理

足球网点学校，为更多孩子提供接受足球教育和训练的

机会；（5）职业足球俱乐部与足校合作，职业俱乐部提

供资金支持与技术指导，足校不断向俱乐部输送人才。

据统计，2016 年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已经达到 13381

所，到 2019 年，全国校园足球学校增加到 24126 所，同

时，设立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38 个，计划到 2025 年，

数量将到达 5 万所，参与人数达到 3000 万。中国足协在

青训梯队建设方面持续加大力度，以推动青少年足球的

全面发展。在 2017 年，中国足协对各级职业足球俱乐部

提出了明确的青训梯队建设要求，要求中超俱乐部至少

建立 U15、U17、U19 三级青训梯队，中甲俱乐部至少具

备U15、U17两级梯队，而中乙俱乐部至少设立U15梯队。

到了 2018 年，为了进一步提升青训体系的系统性和专业

性，中国足协再次对青训梯队的要求进行了升级。具体

而言，中超和中甲俱乐部被要求设置至少五级不同年龄

阶段的青训梯队，涵盖 U13、U14、U15、U17、U19 五个

年龄段，以确保青少年球员在各个成长阶段都能得到专

业且系统的培养。而中乙俱乐部也至少需要下设四支不

同层次的梯队，以满足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需求。这

些举措旨在为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可

见，中国对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视。但是，相比于日本，

我国虽然培养形式多样，但主线不清、主次不明，体育

与教育两大系统在人才输送方面障碍重重，人才培育合

力不足，体教结合到融合未见其效。

因此，针对此等问题，首先，我国要建立以政府为

主导，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为主要支撑，多部门协作联

动合作机制。教育部门做好校园足球发展过程中的教学、

训练、考试、升学的一体化构建，中国足协负责训练、

竞赛组织、人才选拔、教练员培训等体系的构建，目标



28	 第 4 卷休闲运动与健康

明确，真正形成“牵头 + 联动”管理模式。其次，打破

体制壁垒，深化“体教融合”。疏通人才输送通道，借

鉴日本培养模式，在高中联赛或者大学联赛中表现优异

的球员，有计划地直接进入职业俱乐部成为职业球员，

职业球员同时也可以回到大学深造，解决学训矛盾，使

体教融合赋予实践。最后，充分发挥各级足球协会的引

领作用，建立健全“职业俱乐部青训、省体育局青训、

市青训中心、体教结合校园足球以及社余俱乐部青训”

五大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路

径，以保障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发展［9］。

2.3  打造科学化的足球人才选拔体系

日本足球打造了一套科学的足球后备人才的选拔体

系，通过校园足球选拔体系、职业足球选拔体系以及日

本国家足球训练中心选拔体系，三者相互衔接，相互融合，

构建了日本多向人才选拔途径。现阶段，我国足球人才

的选拔体系分为教育部主导下校园足球的选拔与中国足

球协会主导下竞技足球的选拔，但校园足球的选拔未建

立大、高、初、小招生相互衔接的招生模式，未形成相

应的招生及足球运动员合理流动政策。其主要通过小、初、

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大学单招或特招等形式选拔优秀

的足球人才［8］。竞技足球的选拔机制通常涵盖体制内和

体制外两个层面。体制内的选拔主要聚焦于为全运会、

青运会等国家级赛事选拔优秀运动员。这一选拔过程主

要通过足球传统学校、省市业余体校、专业足球学校以

及各省市足球协会梯队和专业队进行。这些渠道为运动

员提供了通往更高竞技舞台的明确路径。体制外的选拔

主要是为中国职业联赛输送人才，其选拔形式包括业余

足球俱乐部、足球学校、俱乐部青训中心、职业俱乐部

梯队、职业俱乐部预备队、职业俱乐部一线队。其中表

现突出，能力出众有天赋的球员通过选拔进入 U 系列国

家队，最终目标是参加奥运会、世界杯、亚洲杯等国际

赛事，为国争光。

与日本相比，我国足球后备人才的选拔路径显得较

为单一，选拔机制和平台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目前，我国在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时，难以有效衔接区、市、

省、国家级训练营，导致人才流动通道不畅。在校园足

球选拔方面，过分依赖球员的身体素质和基础技能，使

得选拔标准过于单一，难以全面评估球员的潜力和天赋。

体制内的选拔主要以比赛成绩为依据，容易成为锦标主

义的牺牲品。体制外选拔则因为球员的注册问题以及不

完善的转会制度，球员流动障碍重重。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中国足协应携手教育部门，

共同制定一套科学、系统的选拔机制，以适用于校园足

球与职业足球的选拔需求。这套机制应基于竞赛基础和

年龄阶段进行划分，确保选拔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具体而言，小学阶段可进行市级选拔，利用周末时间进

行集中训练，以平衡学习与训练；中学阶段进行省级选拔，

进一步提升球员的技能和竞技水平；高中及大学阶段则

进行全国性选拔，为有志成为职业球员的青少年提供展

示才华的舞台。这种选拔形式不仅兼顾了球员的学习与

训练，还使他们能够在家庭的支持下逐渐成长，降低了

职业转型的风险。

其次，为了进一步优化选拔体系，中国足协应与政

府紧密合作，建设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选拔平台。具

体而言，可以建立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四级青训

中心体系，辐射各地区校园足球、业余足球俱乐部和职

业足球俱乐部。这些青训中心将成为发现和培养青少年

足球人才的重要基地，为优秀球员提供更为专业、系统

的训练。同时，加强精英青训中心的建设，为顶尖球员

提供更加优越的训练条件和比赛机会。此外，还需打破

壁垒，创新升学机制，确保那些在运动领域取得突出成

绩的球员在接受高质量训练的同时，也能接受优质的学

校教育，实现个人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

最后，在制定选拔标准时，要充分遵循球员的身心

发育特点。例如，U8 ～ U9 年龄阶段更加注意球员的基

本技术的规范性与合理性，U9 ～ U11 年龄段则侧重于不

同传球目标选择及个人突破能力，在 U11 ～ U13 年龄段

的球员培养中，应首要关注他们个人攻防技术的精进以

及基本战术执行能力的提升。此外，对选拔球员的未来

发展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同样至关重要。

2.4  加强教练员培训的规范性与专业性

我国从 1999 年中国足协与亚足联教练员培训体系接

轨，设立了C、B、A、职业级四个教练员等级。在2009年，

又增设了 D 级教练员。在此之后又提出了 E 级教练员等

级，该等级更多的面向草根足球，其目的是推广和普及，

让更多热爱足球的人参与到足球教练员的培训中。并且

对培训时长、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均作出严格规定。例

如，A 级教练员需接受 192 课时的培训，其培训内容主

要是学习球队的进攻和防守，考核方式分为理论和实践，

两者均需达标方可获得亚足联颁发的 A 级教练员证书，

执教期限为 3 年。在执教期内，教练员可通过更高级别

的考核获得更高级别的教练员证书，超过执教期限则需

参加继续教育以延长执教期限。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教练员体系存在以下问题：（1）教 

育与体育两大系统衔接不足，优势资源难以整合；（2）缺 

乏继续教育机制，执教理念不统一；（3）对教练员的执

教缺乏考核和监管制度，获得更高级别的教练员证书途

径单一，教练员晋升渠道不畅；（4）缺乏国际交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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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理念落后。

针对当前问题，首先，应加强中国足协与校园足球

教练员的有效衔接，充分整合体育院校与中国足协的优

质资源，解决青少年足球资源匮乏问题，提高教练员的

培训水平。其次，完善教练员继续教育制度，健全继续

教育激励机制，推进继续教育与教练员工作考核以及职

业资格挂钩的评价机制，促进教练员及时更新知识与培

养理念。再次，对不同学龄段和不同层次水平的球员设

立相应的教练员层级，对培训课程标准、培训内容、和

考核制度的设定也要严格，使培训更具针对性。同时，

畅通教练员等级晋升途径，对教练员准入制度国家应制

定遴选制度，国家级、省级培训部门应进行严格筛选，

使符合资格的教练员进行更高级别的教练员培训。最后，

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战略［11］，通过聘请欧美等

足球强国的优秀教练员来担任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同

时对国内教练员进行培训，学习国外先进的教练员执教

理念，提高本土教练员的执教水平，中国足协应该派遣

足球教练员到国外进行学习，通过现场观摩和学习实践，

既能够提高足球教练员的综合实力，又能够将先进的足

球人才培养理念以及足球训练技能带回国内［7］。

3  结束语
在“三大球”振兴的背景下，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

的培养作为足球事业发展的基础，亟需实现适应性转型。

然而，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与“三大球”振兴的要

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培养理念，培养路径、选拔体

系及教练员培养等多个方面还存在不足。日本作为篮球

运动成绩领先的国家，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方面已形

成独特的模式，其经验可为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提

供借鉴，有助于我国改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逐

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方案，为我国足球取得

新的突破、振兴“三大球”以及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奠定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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