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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足球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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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美足球堪称是世界足坛中的一朵奇葩，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南美足球发展进行研

究。 研究认为，南美足球发展大致经历了创始期、壮大期、辉煌期和常态期四个历史时期，南美足球发展是欧洲足球文

化与南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文化结晶。 南美足球发展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对当代我国校园足球发展，还是对

新时期我国足球事业振兴，均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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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位于西半球南部，西频太平洋，东临大西

洋，是南亚美利加的简称，因西班牙与葡萄牙带来的

拉丁文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故南美洲常被人们称之

为拉丁美洲，迄今人口大约为 ３ 亿 ８ 千万。 提及南美

洲，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把南美洲与足球联系在一起，
足球在南美犹如巴西的桑巴舞和阿根廷的蓝色探戈，
深受南美人的喜爱，南美足球近乎成为南美洲的一张

文化名片，在世界范围内惟有南美足球堪与欧洲足球

媲美，南美足球与欧洲足球共同谱写出了世界杯的辉

煌篇章。 “足球是众多拉美国家的第一运动，拉美足

球不但在竞技场上战绩卓越，还将足球上升至群众情

感纽带、社会动员手段乃至文化意识符号等层面。 对

许多拉美国家来说，足球深入他们的民族灵魂。 许多

拉美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推广足球运动，在足球文化、
足球人口普及、青少年人才培养、职业联赛和国家队

发展等许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１］。 经济发展远

远落后于中国、人口只有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南美，
不仅孕育出了大批世界级球星和球王，而且铸造了巴

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等足球强国，南美足球发

展着实令世人叹为观止，南美足球堪称世界足球王国

中的一朵奇葩。 南美足球发展何以如此强盛？ 其根

源何在？ 其发展历程何如？ 基于此，研究试图对南美

足球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发展历程进行探索，以期寻求

南美足球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我国足球事业振

兴和校园足球发展提供些有益的借鉴。

１　 南美足球的起源

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国，“现代足球运动起源

于 １９ 世纪英国，并迅速在欧洲及拉美地区普及开来，
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运动之一” ［２］，
南美足球的起源自然与英国人有着不解之缘。 据文

献资料记载，英国人托马斯（Ｔｈｏｍａｓ）和胡戈（Ｈｏｇｇ）
两人于 １８６７ 年 ５ 月 ９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借

用板球俱乐部的场地建起了南美第一个足球俱乐部，
将之命名为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Ｃｌｕｂ，并于 １８６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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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月 ２０ 日举行了南美历史上的第一场足球比赛，当
时参加足球比赛的人主要是来自欧洲的水手们。
１８９８ 年阿根廷足协正式成立，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早

的八大足协之一，１９１２ 年加入国际足联，融入国际足

球体系。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英国移民及其后裔纷

纷在南美的巴西、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等国相继建

立了足球俱乐部，智利第一支足球俱乐部 Ｖａｌｐａｒａｉｓｏ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Ｃｌｕｂ 创建于 １８８２ 年，乌拉圭的足球俱乐部最

早成立于 １８８１ 年。 乌拉圭第一支足球板球俱乐部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Ｃｌｕｂ 创建于 １８９１ 年 ９
月。 １９００ 年，乌拉圭足协正式成立，在一百多年的足

球发展史上，乌拉圭的足球战绩相当显赫，先后获得

两届奥运会冠军，２ 次世界杯冠军，１５ 次美洲杯冠军。
英国人查尔斯·米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ｉｌｌｅｒ）是巴西足球联

赛的创始人，２０ 世纪初期的巴西足球俱乐部活动基

本上都是由英国的男孩子们组织进行的，他们踢足球

不仅是为了健身娱乐，而且是为了表达他们的英国文

化认同感。 １９０４ 年，英国移民在巴西的里约修建了

第一座足球场，到 １９０６ 年，３０ 多家足球俱乐部在里

约成立。
由此可见，南美足球的兴起，首先要归功于英国，

英国移民率先在南美诸国修建足球场，建立足球俱乐

部，开展足球活动，英国人把足球运动的文化种子播

撒到温暖湿润的南美大地，使之在安第斯山脉和亚马

逊河岸绽放，热情奔放的南美人一见倾心，激情四溢

的足球运动与飘逸洒脱的南美人可谓是不谋而合。
尽管早先南美足球的组织者和参与人主要是欧洲人，
但是南美的平民则在足球俱乐部的外围一边观看足

球比赛，一边在街边、工厂仓库、贫民窟的空地上踢起

了瓜果或报纸球，南美人醉心足球运动可见一斑。
１９１０ 年，南美大陆最早成立足协的阿根廷、智利、乌
拉圭共商举办首届南美足球锦标赛，１９１６ 年 ７ 月，阿
根廷邀请智利、巴西、乌拉圭举办第二届南美足球锦

标赛，四国代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宣告南美足联的成

立，并决定于 １９１７ 年正式举办美洲杯赛。 南美足联

的成立标志着南美足球形成了统一的足球组织和领

导机构，美洲杯作为第一个洲际足球赛预示着南美足

球的春天已经来临。

２　 南美足球的发展

英国人把现代足球运动从不列颠带到南美，燃起

了南美足球的狂野之火，从此，南美足球便成为一股

燎原之火在南美大陆熊熊燃烧。 大致来说，星火时期

的南美足球基本上是精英足球，无论是足球组织的管

理者，还是足球活动的参与人，包括足球观众，大多来

自南美精英阶层。 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则与足

球运动无缘。 中后期的南美足球发展成为普及性的

大众足球运动。
２． １　 南美精英足球

在阿根廷，英国人为他们的后裔和阿根廷上层社

会人士创办特殊学校，并把足球运动作为学校的课

程，使得阿根廷精英阶层的子女能够得到足球运动的

教育和感受。 足球是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一种象

征，足球协会和俱乐部的管理者是社会精英人士，就
连足球运动员和观众也大都是来自社会精英阶层。
１９０４ 年，英国安普顿队到访阿根廷，与阿根廷足球俱

乐部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观众席上不仅全是身着盛

装的富有白人，而且还有阿根廷的总统和政府大臣。
在巴西，从事足球运动的人一开始大多是巴西的富有

白人阶层，他们是巴西上层社会的精英人士，巴西的

黑人是巴西社会的穷困阶层，被拒之在足球运动的大

门之外，参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足球联赛，都是

巴西社会的精英球队。 １９２１ 年，巴西为美洲杯比赛

选拔球员时，巴西总统亲自站出来明示禁止选派黑人

球员代表国家参赛，早期夺冠的球队基本上都是巴西

的精英球队。 尽管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在巴西足球

发展早期甚为严重，在巴西圣保罗的白人足球世界

中，黑人同样被拒之门外，但是他们对现代足球运动

的渴望之情却不能被阻止，早在 １９１４ 年之前，巴西黑

人群体就建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这为日后巴西社

会底层的平民进入巴西白人精英垄断的足球世界作

了铺垫。 乌拉圭早期足球如同阿根廷和巴西足球一

样，是为社会上层精英准备的游戏活动，英国人把现

代足球带到乌拉圭的体育世界，对参与足球的人群也

加以限制，只限于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的社会精英人士参与，如工程师、建筑师、商人、银行

家、军官等。
精英足球是南美足球发展的早期形态，这是英国

足球运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反映，客观上推动了现代

足球运动在南美上层社会的发展，但却阻碍了现代足

球运动在南美大陆的普及，是种族歧视和阶级偏见在

足球运动中的集中体现。 精英足球只满足南美少数

社会精英群体的需求而忽视南美广大平民的需求，自
然会削弱南美足球发展的社会根基，实际上是违背了

现代足球运动的文化发展规律。 伴随着南美大陆经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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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现代传媒对现代足球运动的传播

作用日益扩大，足球运动对南美大陆平民产生了巨大

的文化吸引力和精神感召力，他们渴望在足球运动中

展现桑巴舞的活力，奏响蓝色探戈的旋律，抒发南美

人自由奔放的文化情怀。 南美大众足球取代南美精

英足球是南美足球发展的必然趋势。
２． ２　 南美大众足球

２０ 世纪初期，英国现代足球运动正式踏上了南

美之旅，开辟了南美足球的新纪元，初期的南美足球

尽管呈现出十足的精英特色，但由于足球运动是一项

简单易行、趣味盎然的游戏活动，加之南美大众传媒

对这项运动的广泛传播作用，使得南美社会下层平民

和黑人更加容易与现代足球运动发生接触，南美平民

大众对来自异域的足球运动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南
美社会精英群体不让他们进场观看比赛，他们就想方

设法在球场外围翘首观望，观看之后，他们感到无比

激动，他们发现足球运动游戏不仅妙趣横生，而且活

力无限。 于是，他们在没有真正足球的情况下就用

“报纸球”“袜子球” “瓜果球”等代之，街头巷尾、泥
土沙地、田间空地等，都成为了南美平民大众的天然

足球场，很多穷人的孩子和黑人都是光着脚在踢球，
以致南美大陆刮起了平民足球的旋风，南美大众足球

发展的时代已然来到。
南美大众足球发展为南美足球的职业化铺平了

道路，大众足球是职业足球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大
众足球既是球星成长的摇篮，又是球王诞生的沃土。
南美大众足球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一代球王贝利，球
星马纳多纳、苏亚雷斯，足球先生梅西等一大批国际

球星，热衷足球运动成为南美大陆的生活时尚，世人

皆知足球运动风靡南美，踢足球的人在南美随处可

见，足球运动游戏给南美人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

趣。 足球运动是一项力与美、技与艺、情与智完美结

合的体育运动，南美人对此情有独钟，既是足球运动

本身的魅力吸引所致，也是南美人的性格所致，足球

运动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自由、奔放、激情、活力，这正

好与崇尚自由、富于激情的南美人性格一拍即合，率
真、自由、简易的南美大众足球风格就缘于此。 南美

人崇尚自由和创新，并把这种自由和创新精神淋漓尽

致地展现在足球运动游戏之中，巴西人用桑巴舞的快

节奏动作踢足球，阿根廷人则用探戈舞的轻快旋律踢

足球，进而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南美足球，足球运动以

其特有的魅力征服了南美大众，南美大众则以特有的

南美文化诠释了足球运动。

南美平民大众既喜爱踢足球，也乐意观赏足球比

赛，伴随着南美足球文化的普及，南美足球迷群体应

运而生，球迷文化构成了南美足球文化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在南美足球由大众足球迈向职业化足球的过程

中，球迷俱乐部相继成立，呐喊助威他们所喜欢的球

队。 民众的足球热情极大地推动了南美的业余足球

逐步走向职业化，很多具有足球天赋的黑人进入了职

业足球联赛，越来越多的黑人球员驰骋在绿茵场上，
支持黑人球员的球迷越来越多，南美足球发展与球迷

文化不可分割。

３　 南美足球的文化特征

南美独特的拉丁文化风格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南

美足球特征：盘带运球、短传配合、脚法灵便、节奏鲜

明、激情四射，南美足球队员身体柔韧性好、技术细

腻、动作轻松、攻防过硬、善于联合。 南美足球广为世

人称赞，被人们誉之为“艺术足球”，如果我们把欧洲

足球比作一支管弦乐队的话，那么，南美足球就是一

支热情奔放的爵士乐队。 南美足球正如巴西的桑巴

舞和阿根廷的探戈成为南美文化的代言，巴西著名作

家贝蒂·米兰曾说：“足球反映国民性，折射出一个

国家的面貌。 没有足球， 我们巴西人便不复存

在。” ［３］由此可见，足球在巴西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
而是巴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巴西人还

发明了纽扣足球、沙滩足球、汽车足球等足球活动，巴
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足球王国”。 “足球自 １９ 世纪

传入巴西以来，受到巴西人的钟爱，已成为第一大运

动，巴西成为世界足坛首屈一指的强国” ［４］。
南美足球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注重力量

和速度型的欧派足球相比毫不逊色，一方面是南美足

球在发展过程中突破了正统足球的拘束，很好地融入

了南美街头足球和个人创意，使得南美足球形成了迥

异的风格：自由潇洒、灵活多变。 另一方面是南美足

球联赛自球队成立之初就已形成了良好的态势，足球

联赛有力地推动了南美足球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美洲杯在世界历史中是久负盛名的国家级足球赛事，
在美洲杯的历史上，乌拉圭以 １５ 座冠军力压群雄；阿
根廷以 １４ 座奖杯紧随其后；巴西 ８ 次登顶捧得奖杯

位列第三；巴拉圭获得两次冠军。 美洲杯充分展现了

南美足球的实力和魅力。 除美洲杯之外，南美解放杯

也是享誉世界的足球赛事，解放杯是根据为南美国家

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领袖而命名的一项洲际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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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为颂扬西蒙·坡利瓦尔、圣马丁、苏克雷等伟大

领袖为南美解放得到自由而将赛事命名为南美解放

杯。 解放杯带给南美人不仅是足球文化盛宴，同时也

展现了南美人热爱国家、崇尚自由的政治情怀。 在世

界杯的辉煌历史进程中，南美足球光彩夺目，在过去的

１９ 届世界杯，南美 ９ 次捧得冠军杯，与欧洲足球平分秋

色。 巴西国家队获得过 ５ 次世界杯冠军，“巴西足球国

家队曾于 １９５８ 年、１９６２ 年、１９７０ 年、１９９４ 年及 ２００２ 年

５ 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是夺得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

队” ［５］，素有“五星巴西”的美称，巴西足球与桑巴舞融

合成为魅力无穷的“桑巴足球”。 具有“潘帕斯雄鹰”
称号的阿根廷国家队不愧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队之

一，取得了 １９ 次冠军。 “天蓝军团”的乌拉圭国家足球

队是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队伍。
总体来看，南美足球不仅战绩显赫，而且众星云

集，产生了“一代球王”贝利、“小鸟”加林查、“天皇射

手”罗马里奥、“外星人”罗纳尔多、“传奇巨星”里瓦

尔多、“球场精灵”罗纳尔迪尼奥、“足球王子”卡卡、
“纳芽”内马尔、马拉多纳、梅西、苏亚雷斯等一大批

球星。 南美足球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深深折服了

世界球迷。 毋庸置疑，南美足球是世界足坛上的一朵

奇葩，南美足球技术精湛，技巧细腻，激情澎湃，刚柔

相济，充分体现了南美独有的拉丁文化风格，给世界

足球运动发展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如今，南美

足球已发展成为南美人的文化代言，南美足球发展正

如南美丰富多彩的南美文化一样，总会给世人带来不

一般的惊喜。

４　 南美足球发展对我国足球发展的启示

　 　 虽然南美与中国相比，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足

球文化，相差甚大，但是他们在足球运动发展方面的

锦囊妙计，值得中国足球学习和借鉴。
４． １　 足球明星

以个人技术突出而著名的南美足球明星，大多来

自社会底层的贫民窟，从贝利、马拉多纳、罗马里奥、
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到苏亚雷斯、内
马尔等，这些南美足球明星少年时代的足球基础，大
多练就于贫民窟的空地上或粗糙简陋的足球场上，正
是这种近乎踢野球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更加注重个人

盘带和控球技术。 足球是南美贫困少年摆脱贫困晋

身社会富裕阶层的有效捷径，经济因素促使南美穷孩

子更加热衷于足球。 南美足球明星是南美足球发展

的重要文化力量，打造足球明星是南美足协和俱乐部

的重要举措，足球明星具有强烈的文化吸引力，有利

于激励更多的青少年投身于足球运动，对足球人才培

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单就巴西一国来说，其球星

之多令人咋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批球星，如加林

查、贝利、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罗马尼奥、罗纳尔

多、里瓦尔多、小罗、卡洛斯、卡卡、罗纳尔迪尼奥等。
相比较而言，我国足球明星显得较少，目前较为知名

的球员如郝海东、孙继海、范志毅、郑智、邵佳一等人。
南美足球球星文化启示中国足球发展要注重对足球

明星的塑造，我们既要组建如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天
津泰达、辽宁宏运、杭州绿城、广州恒大、大连实德、山
东鲁能、河南建业等知名球队，更要使一批优秀球员

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足球明星，或是中国足球先生，甚
或成为国际球星，充分发挥足球明星的文化效应，引
导我国青少年跻身足坛。
４． ２　 全民足球

全民足球是南美足球得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据说，每个乌拉圭男孩在会走路之后，足球是他们从

父母那里得到的第一份礼物，在首都蒙得维的亚，无
论是球场、草坪，还是广场上，随处可见踢足球的少

年，足球与乌拉圭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了满

足人们踢球的愿望，乌拉圭足协设计了一个由业余和

职业组成的足球体系，凡是热爱足球的人，都可以找

到适合自己的组织，沙滩足球、室内足球、女子足球等

各种足球形式遍布全国各地，校园足球更是红火。 据

统计，乌拉圭业余层面各分支的注册球员数量大约

２５ 万，职业层面大约有 ３ 千人，乌拉圭注册球员约占总

人口的 １３． ７ ％，每 １０ 个人当中就有 １ 人是注册球员。
足球在阿根廷 ３ 至 ７０ 岁男性中普及率高达 ９８ ％，每
１０ 个阿根廷人中有 ９ 人宣称自己是某个俱乐部的球

迷，阿根廷足协成员俱乐部总数有 ３ 千个，在全国各地

参加各个级别比赛的业余和职业球员大约有 ４０ 万之

多，全国有容纳 １ 万人以上的足球场近 ７５ 个，其中仅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 １７ 个足球场。 对巴西人来

说，足球既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文化，巴西人几乎人

人都是球迷，巴西人笑称：“不会足球，不懂足球的人是

当不上巴西总统的，也得不到高支持率” ［６］。 足球是巴

西人文化生活的主流，每当举办足球联赛或重大国内

国际足球比赛时，巴西人常常举家前往观战，整个城市

万人空巷，赛场人山人海。 无论是在金色海滩，还是在

城市的街头巷尾，踢足球的人比比皆是，即使是在巴西

的贫民窟，穷人家的孩子也光着脚把袜子塞满纸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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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巴西是名副其实的“足球王国”。
全民足球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南美足球发展的又

一重要文化力量，南美人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足
球文化融入了南美人的血液，成为南美人的生活方

式，南美人的生活离不开足球。 相对来说，我国的足

球人口是相当低的，据学者所言：“日本有 ７０ 万青少

年足球注册人口，我们现在只有 ３ 万多。” ［７］，这显然

与我国的体育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体育强国战略目

标的提出，意味着我国要努力扩大足球人口，积极构

建全民足球的社会文化基础，把家庭足球、校园足球

和社会足球有机统一起来，形成良好的足球文化氛

围，为我国足球事业发展构筑根基。
４． ３　 教育为本

南美足球发展十分注重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他们

的青训不只是教孩子们怎样踢球，更是要教会青少年

先学会做人，正如南美足球教练席尔瓦所言：“我们

一直在给小球员灌输一种理念，就是要有良好的行为

举止，对人尊重，认真学习，这些对于足球运动员都是

非常重要的品德，因为他们的足球生涯终有结束的一

天，他们今后的人生需要这些品德，在学会踢球之前，
首先要学会做人。” ［８］在 Ｕ１３ 至 Ｕ２０ 的乌拉圭国家集

训中，足协请专门的讲师向足球运动员介绍乌拉圭足

球发展史，使他们感受进入国家队的荣誉，让他们懂

得帮助、友谊和责任。 教育为本是南美足球发展的一

个重要特征。
足球运动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不仅能够强健体

魄，愉悦身心，而且能够磨砺人的意志，增强人的社会

交往能力，培育人的道德情操，提高人的审美趣味等。
“足球训练和比赛中有利于球员培养良好的行为习

惯、坚强的意志、沟通交流、团队协作、责任心、抗挫折

能力、创造性、预判能力、决策能力（管理者）以及塑

造学生强健的体魄” ［９］。 对于当下，我国着力发展青

少年校园足球就缘于此，校园足球的根本宗旨在于育

人为本，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足球活动，促进我

国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夯实我国足球人才培

养的文化根基，“育人为本”是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的

根本教育理念。 “足球项目是将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教育手段。 其所蕴含的奋斗、
创新、团队、协作、互助、分享、尊重、竞争等方面的特

点，不论是对参与者个人还是集体，均具有深刻的教

育意义。 可以说，足球教育即是人生教育” ［１０］。
４． ４　 文化积淀

足球在南美不仅是 １１ 个人组成的游戏，而且是

成千上万人的“想象共同体”，在拉美人看来，足球是

运动之王，热爱运动、热爱足球是一种高尚的品格，从
足球中人们学会的是尊重，足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

脉相承的文化秉性。 “足球在拉美不仅是 １１ 个有名

有姓人的游戏，而且是成千上万人的‘想象共同体’，
它比其他任何文化、 政治构架更能聚合民族意

识” ［１１］。 足球和桑巴舞是融入巴西国民血液里的

ＤＮＡ，球场就是拉美人的文化圣殿，我国当代著名作

家莫言说：“中国足球应该向南美学习要形成自己的

足球文化［１２］。 在南美，人们喜欢足球，关心足球，无
论是广播里播的，电视里放的，还是人们日常谈论的，
处处都是关于足球的话题，足球文化符号无处不在，
球迷文化更是南美足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美

足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令人惊叹的南美足球文

化带来了南美足球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深厚的文化

积淀谱写了南美足球的辉煌篇章，足球运动所取得的

优异成绩，构成了南美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南美足球发展所集聚的文化效应对我国足球发

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足球发展需要深厚的文化

积淀，普及足球文化，传播足球文化，让足球文化丰富

人们的生活，滋润人们的精神，助推我国足球事业腾

飞。 首先要大力发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校园足球物

质文化，制定校园足球制度文化，塑造校园足球行为

文化，崇尚校园足球精神文化；其次要发展繁荣我国

社会足球文化，尤其是球迷文化的发展；再次要大力

发展我国职业足球文化，打造足球明星，扩大足球俱

乐部的社会影响力。
４． ５　 儿童足球

如果说南美足球发展有什么最值得人们嘉许的

经验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从孩子抓起，营造

热爱足球的家庭和社会氛围，让孩子喜欢足球，给他

们提供随时想踢就能踢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专业培训

和比赛机会，让喜欢踢、踢得好的孩子脱颖而出。 在

南美国家，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有众多

的儿童足球俱乐部和足球学校，为 ３ 至 １５ 岁的儿童

提供系统训练和安排比赛，每个年龄组至少有一名国

家足协认证的教练和助教，在南美儿童足球发展组织

架构中，儿童足球俱乐部联合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美很多甲级俱乐部都有自己的儿童和青少年俱乐

部，以发现人才，培养梯队。
南美足球发展注重儿童足球的做法值得我们效

仿和借鉴。 新时期我国足球事业改革提出了要加快

发展校园足球，创建一批足球特色学校，也正是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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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足球的关注和强调。 儿童足球是一国足球发展的

基石，夯实好儿童足球的发展根基，足球事业发展大

厦就会稳固。 诚如学者张廷安所说：“一个国家要想

成为体育强国，没有高度发展的足球运动作为支撑是

不可能达到或者成为体育强国的。 要成为一个足球

强国，没有本国青少年足球运动水平的高度发达更是

不可能的。” ［１３］为此，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南美足球发

展经验，不仅要办好足球特色学校，发展好校园足球，
而且要成立儿童足球发展的社会组织，为儿童足球发

展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只有抓好儿童足球发展，才
能确保我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南美足球运动的兴起无疑归功于英国

人，南美足球发展大致经历了创始期、壮大期、辉煌期

和常态期四个历史时期以及早期的精英足球和中后

期的大众足球两个阶段。 南美足球发展是欧洲足球

文化与南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文化结晶，富有

“桑巴”节奏和“探戈”旋律的南美足球已发展成为南

美人的文化代言，南美足球堪称是世界足坛上的一朵

鲜艳奇葩，以其独特的拉丁文化风格和魅力深深折服

了世界球迷。 南美国家不仅把足球运动作为锻炼身

体的体育项目向民众进行推广，而且更是把足球运动

作为一种文化知识向民众进行传播，使之成为南美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审美追求，这对当代中国足球事业

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

中的国家，无论是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还是在经济

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可能大大超越南美国家，为何我

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南美？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造成中国足球发展与

南美足球发展之间形成如此巨大反差，其主要原因在

于，客观上是我国的足球运动基础相对薄弱，主观上

是我国对足球运动的重视不足。 中国足球运动发展

滞后的主要根源在于足球运动文化氛围不浓、足球运

动教育水平不高、足球人才培养机制滞后、足球人口

偏低等。 南美足球发展昭示我们，只有把足球运动文

化融入到我们的民族文化血脉之中，培植人们对足球

运动文化的眷念情感，让足球运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方能提振我国足球大业。 当

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足球改革，加快发展和普及校园

足球，为此，我们要从南美足球发展历史中寻求秘诀，
把足球文化基因注入到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展中去，

广泛开展多样化的足球竞赛活动，形成“校校参与、
层层选拔、全国联赛”的足球竞赛格局，加强校园足

球赛事与职业联赛、区域等级赛事、青少年等级赛事

的有机衔接，创建足球特色学校，全面提高校园足球

普及水平，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少

年球员，打造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形成足球人才成长

的梯队，坚持“育人为本”的足球教育理念，营造浓厚

的社会足球文化氛围，形成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足球

文化谱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足球发展原则，
以普及促提高，以提高带普及，着力夯实我国足球人

才根基，全面提高我国足球发展水平，成就当代中国

足球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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