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育

粤教体函 〔⒛ 16〕 122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级校园足球

推广学校及试点县创建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教育部等 6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

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关于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

的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上水平、

出特色,我厅拟⒛17乇伲O年在全省建设一批省级青少年校园足

球推广学校 (以下简称推广学校 )和试点县 (市 、区 )。 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 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和试点县 (市、区)创建

工作,在全省树立一批引领校园足球教育教学工作的示范典型 ,

以点带面,促进全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开展和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的提高。力争到 ⒛20年全省有国家级、省级校园足球试点

县 (市 、区)50个 以上,国家、省、市三级足球特色学校 (含



推广学校 )5000所 以上,足球场 (含 5人、7人、I1人 比赛场

地 )5000个以上。

二、范围

I,省级校园足球推广学校面向全省中小学校 (含中等职业

学校 )。 省级推广学校原则上每年创建 500所 ,高中、初中和小

学按 1⒓∶7的 比例合理搭配b各地要充分考虑城乡、区域之间和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之间的实际,点面结合,形成比较合理

的校园足球推广学校网点。省级推广学校要适当向寄宿制学校和

九年一贯制学校倾斜。省每年根据各地学校数量将推广学校名额

分配到各市,2017年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6(⒛ 17年暂时不安

排省属中小学校 )。 各中小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校

园足球工作部署,大力推进校园足球工作,积极创建具有本校特

点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省 级校园足球试点县 (市、区)面 向全省各县 (市、区 )。

2017年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各推荐一个县 (市 、区)作为创

建单位。申报的县 (市 、区)在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校园足球工作

部署、推进校园足球工作要取得较好的成效,并起示范作用。

3.已被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 (市 、

区)均不参加申报。

三、条件

1.省级推广学校:凡符合 《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基本

标准(试行)》
(附件 I)条件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均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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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 级试点县 (市 、区 )∶ 凡符合 《广东省校园足球试点县

(市 、区)创 建标准 (试行 )(附件 2)条件的县 (市 、区)均

可申报,每地市限报 1个。东莞、中山市可以镇 (区、街道)申

报,但必须是常住人口较大的镇 (区、街道 )。

四、遴选程序

省级推广学校的遴选程序:学校对照标准在自查的基础上自

愿申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实地组织审核后报市级教育行政部

门,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后报省教育厅,省对各市上报的学校

进行抽查确认。省属中小学校 (含中职 )根据省分配名额直接上

报省教育厅。

试点县 (市 、区)的遴选以自愿为原则,遴选程序:县 (市 、

区)对照标准在自查的基础上向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申报,市级教

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省教育厅,省核实并确认。

I.自 主申报。凡符合条件的学校和县 (市 、区),按要求填

写申报表(附件 3、 附件4),并将申报报告及相应支撑材料等(附

电子版 ),经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审

核。

2.市推荐。各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分配的名额,对照推

广学校基本标准 (试行 )和试点县 (市 、区)创 建标准 (试行 ),

对申报的学校和县 (市 、区)进行实地审核,将达到标准要求的

学校和试点县 (市 、区)列 为候选对象并向社会公示。

3.省抽查。各市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及时将推荐材料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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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情况总结、试点县及申报学校材料 )上报省教育厅,省在

各地各校申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推广学校及试点县 (市 、区 )

进行抽查确认,予 以公布。

五、有关要求

I.各市、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校园

足球工作作为学校体育工作及推进教育现代化工作的重要内容 ,

落实校园足球工作主体责任,加强统筹,认真组织,完善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推广学校及试点县 (市 、区)创建工作机制。要采

取有力措施,加大推广学校和试点县 (市 、区)创建工作政策、

资金支持力度,加强指导管理,确保校园足球工作有效推进,取

得实效。

省将对省级推广学校及试点县 (市 、区)在校园足球教学、

竞赛、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实行动态跟踪,定期复查。

并将对工作成绩突出的省级推广学校、试点县 (市、区)作为全

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县 (市、区)创建单位。

2.严格把关。各申报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依据省校园足

球推广学校基本标准 (试行 )和试点县 (市 、区)创建标准 (试

行 ),实事求是进行自查,申报报告、材料等要真实可靠、可查。

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单位,将取消申报资格。

请于 2017年 1月 15日 前将省级推广学校和试点县(市、区 )

相关申报材料寄送我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电子版材料发送

至指定邮箱 (电子版材料命名为
“扌衤市 20I7年省校园足球推广学

一 在 一



校及试点县 (市 、区)申报材料 )。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3号省教育厅体卫艺处9I1室 ,邮

编:5I0080)。 联系人:李华、周兴生;电话:mo-37⒍“53;

电子信箱:gdxxty@I63· com

附件:I.广 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基本标准 (试行 )

2,广 东省校园足球试点县 (市、区)创建标准 (试行 )

3,广 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申报表

4.广 东省校园足球试点县 (市、区)申报书

5.广 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申报汇总表

6.⒛ I7年各市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名额分配表

半鼽音芦
0年 I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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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基本标准
(试行 )

为提高我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整体发展水平,按照《教育部等

6部 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关于

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特

制定本标准。

一、组织领导

I.落实国家政策。学校重视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按照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及有关规定开展体育教学和校园足球工作。

2.纳入发展规划。将校园足球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并严格执行。

3.健全工作机制。成立由校长任组长,学校有关部门共同参

加的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本校校园足球

工作的开展。

4.完善规章制度。学校有校园足球工作组织实施、招生、教

学管理、课佘训练、运动安全防范、师资培训、检查督导等工作

制度及安全、医疗等应急方案,并且不断完善。

二、条件保障

1.在核定编制总量内配齐体育教师,能满足开展校园足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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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训练工作需求。能提供体育教师参加校园足球培训的机会 ,

学校定期开展足球体育教学研究,不 断提高体育教师足球教学技

筒L。

2.体育教师开展足球训练、活动计入工作量。保证体育教师

在评优评比、工资待遇、职务评聘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3.场 地设施、器械配备能基本满足开展校园足球工作的需

求,并及时补充;有可进行足球教学的场地,足球教学及基本训

练器材配各充足,配各的足球数量至少能满足 2个班同时教学的

需要。

4.学校按体育教学需要,在学校年度经费预算中优先安排体

育教育工作经费,并逐年有所增长,原则上体育教育工作经费不

低于学校公用经费的 I5%,保证学校体育和校园足球工作的正常

开展。在为学生实施校方责任险的基础上,为 学生新增购买运动

意外伤害险。

三、教育教学

1.教学理念先进。坚持健康第一,把校园足球工作作为立德

树人的载体,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钅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2.保证体育时间。按照国家要求,开足开齐体育课,保证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开好足球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

把足球项目作为体育课的必修内容,保证足球课每周一节;高 中

阶段学校要开设足球选修课。丰富足球活动,要把足球活动纳入

大课间或课外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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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足球课程资源。根据国家或省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因

地制宜,开发和编制适合本校实际的足球校本教材。

4.营造校园足球文化。结合实际,每年开展以足球为主题的

校园文化活动 (如摄影、绘画、征文、演讲等 )。 借助校园广播、

黑板报、宣传栏等,定期报道和宣传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情

况。

四、课佘训练及竞赛

I.咸立学生足球社团。学校有足球俱乐部或兴趣小组,参与

学生数达到 50%;学校有校级男、女足球代表队。

2.开展科学训练。学校有系统、科学的训练计划,常年开展

课佘足球训练,注重训练效益。

3,构建课内外体育活动联动机制。面向全体学生,根据足球

教学计划,多形式开展各年级学生足球技能竞赛活动,如个人、

小组、班级竞赛活动等。积极参加本地区校园足球联赛,主动承

办本地校园足球竞赛活动。

4.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按照自愿原则,鼓励有潜力的学生参

与校外足球训练、培训和比赛,积极向上一级特色学校输送人才 ,

为学生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和运动能力创造条件。

5.发挥辐射作用。学校要对口帮扶 1-2所学校开展足球教学、

课外体育活动及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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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校园足球试点县 (市、区 )创建标准
(试行 )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6部 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

实施意见》、《广东省关于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的实施意见》

精神,结合校园足球工作实际,创建出在当地有示范、推动作用

的试点县 (市 、区),提高我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整体发展水平。

二、创建标准

(一 )组织管理

I,落实国家政策。政府重视校园足球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

及时研究解决校园足球工作存在问题,做出决策。

2.合理规划建设。县 (市 、区)有校园足球工作三年发展规

划和工作方案。把校园足球场地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事

业发展总体规划;把校园足球工作纳入教育现代化建设总体规划

和年度计划,与教育现代化建设同步推进。

3,健全工作机制。成立由县 (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

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共同参加的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 ,

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县 (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配备校园足球专

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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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度健全落实。县 (市 、区)校园足球工作组织实施、招

生、教学管理、课佘训练和竞赛、运动安全防范、师资培训、检

查督导等方面工作制度健全并落实。

(二 )条件保障

1.重视体育师资队伍建设。重视体育教师配备。重视学校体

育教师和教育部门有关人员参加校园足球岗位培训工作。每年定

期开展校园足球教学研究和交流,注重提高体育教师教学技能。

2.场地设施完各。有新建、扩建校园足球场地的三年建设规

划,并按计划推进。器械配各基本达到国家标准,能满足体育工

作需求,并不断补充完善。每所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配各足球教学

或活动场地。重视校外体育资源的利用,为校园足球工作开展提

供保障。

3.落实体育教师待遇。体育教师开展体育教学和足球训练活

动计入工作量。保障体育教师在评优评比、工资待遇、职务评聘

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4,体育经费保障。政府加大对校园足球经费投入,将其纳入

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鼓励设立校园足球发展基金,接受企

业和社会团体的资助。在为学生实施校方责任险的基础上,为 学

生新增购买运动意外伤害险。

5,校园足球全国特色学校或省级推广学校约占20%,且布局

合理。

(三 )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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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念先进。坚持健康笫一,重视学校体育改革,把校园足

球作为立德树人的载体,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

2,保证体育时间。按照国家要求,开足开齐体育课,保证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开好足球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

把足球项目作为体育课的必修内容,保证足球课每周一节;高 中

阶段学校要开设足球选修课。丰富足球活动,要把足球活动纳入

大课间或课外体育活动。

3,开发足球课程资源。注重足球课程教学和课外活动。根据

国家校园足球教学指南,因地制宜,开发和编制合适本地的足球

教学指南或教材。

4.营造校园足球文化。多形式开展以足球为主题的校园文化

活动 (如摄影、绘画、征文、演讲等 )。 建立校园足球信息平台,

加强校园足球工作交流、宣传报道和成果展示。

(四 )竞赛与训练

1,开展科学训练。教育部门重视学生足球训练工作。全国特

色学校或省级推广学校制定有系统、科学的训练计划,常年开展

课佘足球训练,注重训练效益,并配备有安全、医疗等应急方案。

定期邀请或聘请专业教练员进校提供技术指导。

2.建立多种多样的竞赛制度。面向全体学校,根据区域内年

度校园足球竞赛计划,多形式开展各种足球竞赛活动,如小学组、

初中组、高中组足球联赛等,参与足球竞赛活动的学校覆盖面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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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承办本地市、省的校园足球竞赛活动。

3.支持学校和鼓励学生个性发展。支持有较高足球运动竞技

水平的学校参与省、市及全国的足球联赛或邀请赛,并积极向上

一级足球优秀运动队输送人才,为 学生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和运动

能力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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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申报表

学校名称
(务请准确填写全称 )

主管教育

行政部门
联系电话
(传真 )申报学校

联系方式

、兼职数,专项足球教师

(填写班级数、年级数、学生数、男女学生数 )

(填写运动场面积、足球场地数 )体育场地情况

□小学  □初中
□9年一贯制学校

□高中  □完全中学

□12年一贯制学校

主要工作做法、特色 (对照

推广学校基本标准各项要

求进行撰写,hO0字左右 )

校园足球未来三年

工作计划
(800字左右 )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可加页,根据格式可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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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校园足球试点县 (市、区)申报书

县(市 、区)单位 :

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填报日期  :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二⊙一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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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 (市 、区)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信息表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分工 工作单位

— I5—



2.区域内学校基本情况
(域 内学校数、学生数、教师数、体育教师数等 )

3.建设情况
(近年来校园足球工作主要做法及成效,字数 80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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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策及经费支持

5.责任与承诺

本县 (市、区)符合各项申报条件。本表各项内容真实、数据准确。

如果获准认定和命名,承诺以本表为由约束协议,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指导和监督,遵守有关规定,认真开展校园足球各项工作,夯实基础,为

全省乃至全国校园足球工作开展发挥示范作用。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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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荐意见

申报单位 (盖章 )

年  月  日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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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报告正文
(报告内容 ”00字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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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东省校园足球推广学校申报汇总表

市教育行政部门盖章,报送负责人 : 电话 :

注:1按照学校类型分类排序填写。学校类别可按:A小学,B初中,C高 中,D完全中学,E9年一贯制学校,F12年一贯制学校填写字母,C为 民办
校。民办学校可多选填写类别;2各市按分配名额上报外,另 需提供 2-3所侯补学校 (请在表格上注明为候补学校 )。

序

号

所属县 (区 )

/省 直属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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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⒛1T年各市校园足球推广学校名额分配表

序 号 地市 名额 (所 ) 序号 地市 名额 (所
)

I 广州 50 ●
∠ 中山 10

2 深圳 28
●

, 江门 17

3 珠海 10 14 阳江 10

4 汕头 35 15 湛 江 38

5 佛 山 17 16 茂名 45

6 韶关
●
∠ I7 肇庆 14

7 河源 17 18 清远 17

8 梅州 30 I9 潮州
●
‘

9 惠州 24 20 揭 阳 45

10 汕尾
●
‘

●
∠ 云浮 10

东莞 19 ●
‘

●
‘ 顺德 Io

— ⒛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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