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Ⅰ》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足球 I              

2.课程编号：PC2054246 

3.总学时/总学分：64学时/2学分 

4.学时分配：理论 8 学时，实践 56学时 

5.课程性质：必修 

6.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7.适用专业：体育教育 

8.开课学期：第 2、3学期 

二、课程简介与课程目标 

【课程简介】 

足球Ⅰ是在习近平体育思想“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指导下，教

会学生足球历史、规则及技能等理论知识，指导学生勤练足球专项技能和战术，引导学

生常赛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足球专项核心能力（身体文化、团队精神、规则意识）。

《足球Ⅰ》既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专业主干课程之一，也是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全面系统

学习足球知识的有效途径，更是学生学习足球专项的逻辑起点。课程紧密围绕本科教育

的教学要求，突出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重视课程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反映时代特色。

课程内容包足球括发展历史、技术分析、战术理论、组织教法、竞赛训练、科学研究、

运动保健等。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现代足球的发展概况、竞赛规则、教学训练等基本理论知识，能

够正确掌握足球传接、运控、攻防等基本技战术的方法和要领。 

课程目标 2：以足球为教学媒介，围绕中学体育课程的教学及课余训练，养成会讲、

会做、会教、会训的足球核心素养。 

课程目标 3：面对足球教学与竞赛中遇到的困难，表现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团

结协作的精神，养成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能够理解足球比赛结果的正确

内涵和足球运动培养团队沟通协作的功能优势，并能在足球教学、训练和竞赛中有效挖

掘其课程思政元素。 

三、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表 1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3.1 系统掌握体育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

本技能。 
学科素养 

课程目标 3 

8.3 理解体育运动具有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优势，

在体育竞赛活动中掌握团队合作的基本技能，具备

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沟通合作 

四、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与课程目标达成关系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及重难点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1 

第一章  足球运动概述 

第一节 篮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 足球裁判法、足球比赛组织、

及临场指挥简介 

第三节 中学足球的教学与训练  

第四节 基本技、战术分析 

第五节 足球比赛的编排与组织工作 

第六节 足球运动员的健康与营养  

教学要求： 

（1）了解足球运动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理解足球运动的特点。 

（2）掌握足球基本技、战术要领、比赛

的编排、组织方法和规则，学会足球教

学的基本方法和一般运动创伤的预防和

治疗。 

教学重点：足球基础理论、足球技术教

学与训练、足球运动的竞赛组织与裁判

法 

教学难点：足球规则及临场运用 

8 

课堂

讲授 

 

线上

自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2 

第二章 足球技术教学 

第一节 足球运动的协调性练习：绳

梯、步法、变向、运动节奏等 

第二节 运球：脚内侧运球、脚背正

面运球、脚背外侧运球 

第三节 踢球：脚内侧踢球、脚背正

面踢球、脚背内侧踢球、脚背外侧踢

球 

第四节 接球：接地面球、接空中球、

接反弹球 

第五节 头顶球：额正面顶球、前额

侧面顶球 

第六节 抢断球：断球、抢球  

第七节 掷界外球 

第八节 守门员技术 

教学要求： 

（1）掌握支撑足球比赛的动作体系，明

确技术动作的结构、动作变化以及动作

运用环境。 

（2）提高学生完成各种技术动作的准确

性、实效性和稳定性。 

 

教学重点：足球基本技术的动作方法和

技术要领 

教学难点：足球基本技术的运用 

 

30 

 

 

 

 

课堂

讲授 

 

启发 

探究 

 

 

线上 

线下 

 

训练 

实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3 

第三章 足球战术教学 

第一节 比赛阵型与队形：常用的比

赛阵型的打法、比赛队形 

个人进攻战术，个人防守战术  

第二节 定位球技术：任意球、角球、

掷界外球  

第三节 进攻战术：个人进攻战术、

局部进攻战术、整体进攻战术 

第四节 防守战术：个人进攻战术、

局部进攻战术、整体进攻战术 

教学要求： 

（1）理解现代足球配合技巧以及比赛中

队员个人技术的合理运用和队员相互协

调配合的关系。 

（2）掌握足球战术组成的基本要求，提

高学生足球战术的组织和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足球战术的方法与要领 

教学难点：足球战术的组织和运用 

20 

课堂

讲授 

 

启发 

探究 

 

线上 

线下 

 

训练 

实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4 

第四章 球性练习与身体素质训练 

第一节 各项球性练习 

第二节 一般身体素质练习：立定跳

远、引体向上、100米、1500 米等 

第三节 专项身体素质练习：速度素

质、力量素质、耐力素质、弹跳素质、

柔韧素质、灵敏素质 

 

教学要求： 

了解球性练习、身体素质训练与足球技

战术的关系，在发展学生一般身体素质

训练的基础上发展专项身体素质。 

教学重点：足球身体素质的内容与特点 

教学难点：一般素质和专项素质练习的

方法  

6 
训练

实践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教学方式说明： 

1.课堂讲授  

(1)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实践实现自主学习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 

(2)采用电子教案，推送网络教学资源，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学相结合，提高课

堂教学信息量，增强教学的直观性。 

(3)理论教学与实践技术相结合，引导学生掌握足球运动技术并能够运用于实践。 

(4)基于移动智慧课堂平台（学习通）采用互动式教学。课内讨论和课外答疑相结合。 

(5)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实践教学  

术科教学是本课程的重要特点，对掌握足球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掌握

足球竞赛的组织与裁判操作方法，掌握足球常规教学方法与步骤，具备中学足球教学与

指导社会足球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在足球



 

活动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要有系统性，要注意从易到难，

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足球教学术科内容力求“少而精”，抓好基本功及主要技术的教学，

突出教材内容重点。以练为主，精讲多练。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 

五、课程考核  

表 3 第一学期课程考核情况 

序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 
比例(%) 课堂表现 课外作业 期末考试 

1 
课程目标 1：（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1） 

（1）足球颠球 

（2）绕杆射门 
5 5 30 40 

2 
课程目标 2：（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1） 
（1）裁判执法 5 5 20 30 

3 
课程目标 3：（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8.3） 

（1）五人制足球比

赛 
5 5 20 30 

合计  15 15 70 100 

 
表 4 第二学期课程考核情况 

序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绩 
比例(%) 课堂表现 课外作业 期末考试 

1 
课程目标 1：（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1） 

（1）头顶球 

（2）脚背内侧踢准 
5 5 30 40 

2 
课程目标 2：（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1） 
（1）组织无生教学 5 5 20 30 

3 
课程目标 3：（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8.3） 

（1）七人制足球比

赛。 
5 5 20 30 

合计  15 15 70 100 

考核方式说明： 

1.课堂表现 

（1）课堂考勤。严格课前、课中考勤制度，未经学院（辅导员）批准不得请假，学

生在一学期内因病、事假等缺课 1节扣除 5分，但累计达本门课时数 1/3(含 1/3)以上者，

该学期足球课程成绩为 0分，考勤每个目标各占 2%，占总成绩的 6%。（2）随堂测验。学

生课堂随堂测验，每个目标各占 2%，合计占总成绩的 6%。（3）主观评价。教师对学生课

堂参与度、积极性、学习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每个目标各占 1%，合计占总成绩的 3%。 

2.课外作业 

围绕教学内容，每个教学目标布置作业若干次（至少 1次以上），每个教学目标各占



 

总成绩的 5%，课外作业占总成绩的 15%。 

3.期末考试 

每学期安排 1 次术科考核。通过考试，使师生及时了解教与学的情况，强调过程教

学的重要性，更好地促进教学。（1）第一学期考试内容包括颠球 15%、绕杆射门 15%、裁

判执法 20%和五人制足球竞赛 20%；（2）第二学期考试内容包括脚背内侧踢准 15%、原地

正面头顶球 15%、无生授课 20%和七人制足球比赛 2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70%。 

六、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支撑该课程目标相关支撑环节学生平均得分之和

课程分目标达成情况
支撑该课程目标相关支撑环节目标分值总和  

 

该课程总评成绩总分

均值该课程学生总评成绩平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达成度评价值计算具体说明及示例如下表。字母 A、B、C 分别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

课程目标 1的考试（术科 1、2、3）、作业和学习态度的目标分值，字母 D、E、F分别表

示总评成绩中对应课程目标 2的课程论文（1、2、3）和 G、H、I分别表示课程目标 3考

试的目标分值；字母 A1 、B1、C1分别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课程目标 1的考试（1、2、3）、

作业和考勤的学生实际平均得分，字母 D1 、E1 、F1分别表示总评成绩中对应课程目标 2 的

足球技术讲解（1、2、3）和 G1、H1、I1分别表示课程目标 3 足球比赛的学生实际平均得

分。 

课程目标 支撑环节 目标分值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计算示例 

课程目标 1 

 

期末考试 第 1学期A(=100×30%) 
A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30%） 

课程目标 1达成度=（A1+B1+C1）

/（A+B+C） 平时作业 B(=100×5%) 
B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堂表现 

 
C(=100×5%) 

C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程目标 2 

 

期末考试 D(=100×20%) 
（=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20%） 

课程目标 2达成度=（D1+E1+F1）

/（D+E+F） 



 

平时作业 E(=100×5%) 
E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堂表现 F(=100×5%) 
F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程目标 3 

 

期末考试 G(=100×20%) 
G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20%） 

课程目标 3达成度=（G1+H1+I1）

/（G+H+I） 
平时作业 H(=100×5%) 

H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堂表现 I(=100×5%) 
I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程总体目标 总评成绩 100 
A1+B1+C1+D1+E1+F1+G1

+H1+I1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A1+B1+C1+D1+E1+F1+G1+H1+I1）/

（A+B+C+D+E+F+G+H+I） 

注：上表公式按照每种支撑环节考评对应的某个课程目标总分为 100分进行计算。 

 

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教材 

王崇喜. 球类运动--足球[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主要参考书 

[1]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足球教学训练工作指南》,人民体育出版

社,2010. 

[2] 美国国家足球教练员协会著、李春满等译,《经典足球指导教材》,北京体育大

学出版社,2015. 

 

 

执笔人：                 教研室审核：      学院审核：   

 

 

 

 

 

 

 



 

附录：各类考核评分参考标准 

1.颠球 

①考试方法 

从拉球起始，也可以用手抛球，持续左右脚颠球（图 1），或脚内侧、脚外侧、脚背

正面、大腿、胸部、头部等部位颠球不限，每名同学有三次颠球的机会，以最多的一次

记为最终成绩。 

 
图 1 

 

②考试标准（达标） 

表 1 颠球评分标准 

 

 

 

颠

球 

评分 男生 女生 

100 30 30 

90 27 27 

80 24 24 

70 21 21 

60 18 18 

50



 

表 2 达标评分标准  

距离（米） 
分值 

距离（米） 
分值 

男 女 男 女 

12 100  7 50 70 

11 90  6 40 60 

10 80 100 5 0 50 

9 70 90 4 0 40 

8 60 80 3 0 0 

 

表 3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级 分值 评  价



 

60 12 13    

 

表 7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 级 分 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运球动作正确、绕杆流畅，射门准确有力。 

良 80—89 运球动作正确、绕杆较流畅，射门较准确有力。 

中 70—79 运球动作基本正确、绕杆不够流畅，射门力量不够。 

及格 60—79 运球动作不熟练，绕杆不够流畅，射门力量不足，不够准确。 

差 60以下 运球动作不正确，不熟练，绕杆不流畅，射门力量偏软。 

5.足球动作技术讲解示范（5分钟） 

考试方法：考试前在 10道题目内随机抽取一题，然后对其足球技术的动作方法、重

难点、教学方法等进行阐述，讲解时需做一定的动作示范，时间为 5分钟。 

表 8 技评评分参考标准 
等 级 分 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教态端正、讲解正确流畅、重难点把握准确，示范动作正确，

教学方法得当，时间把握准确。 

良 80—89 
教态较端正、讲解基本正确流畅、重难点把握较准确，示范动

作较正确，教学方法得当，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中 70—79 
教态基本端正、讲解正确基本流畅、重难点把握不够准确，示

范动作基本正确，教学方法一般，时间把握基本准确。 

及格 60—79 
教态一般、讲解基本正确流畅、重难点把握不够准确，示范动

作基本正确，教学方法一般，时间把握基本准确。 

差 60以下 
教态一般、讲解不够流畅、重难点把握不够准确，示范动作不

够正确，教学方法得当，时间超时。 

 

6.5人制和 7人制足球比赛 

考试方法：按照上课时分成两队，安排三个裁判员，两个教练员共 27人（根据自然

班级人数，做适当调整，进行足球比赛以，同时考查学生的比赛组织能力，时间为 45分

钟。 
 

表 9 评分参考标准 
等 级 分 值 评  价  参  考  标  准 

优 90—100 
态度积极，位置任务明确，具有很强的协同能力和组织力、技

战术能力，职能素养强。 

良 80—89 
态度较积极，位置任务较明确，具有较强的协同能力和组织力、

技战术能力，职能素养较强。 

中 70—79 
积极性一般，位置任务较明确，协同能力和组织力、技战术能

力一般，职能素养一般。 

及格 60—79 
积极性不够高，位置任务不太明确，协同能力和组织力、技战

术能力一般，职能素养一般。 

差 60以下 
态度不积极，位置任务模糊，协同能力和组织力、技战术能力

较差，职能素养一般。 



 

7.课堂表现评分参考标准 

 

表 10 课堂表现评分参考标准 

课程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分） 权重

（%）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目标 1：能陈述现代足球

的发展概况、竞赛规则、

教学训练等基本理论知

识，能够正确使用足球

传接、运控、攻防等基

本技战术的方法和要

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3.1） 

非常积极的

完成线上测

验等任务；

课堂听讲认

真，积极参

与各项教学

活动，学练

积极性高，

解决问题能

力很强；遵

守 课 堂 纪

律。 

积极完成线

上测验等任

务；课堂听

讲认真，能

积极参与各

项 教 学 活

动，学练积

极性高，解

决问题的能

力比较强，

遵守课堂纪

律。 

比较积极的

完成线上测

验等任务；

课堂听讲较

认真，参与

各项教学活

动、学练积

极性较高，

能解决一定

的问题；能

遵守课堂纪

律。 

完成线上测

试等任务一

般；课堂听

讲较认真，

参与各项教

学活动、学

练积极性一

般；能解决

一 定 的 问

题，但能力

较差；尚能

遵守课堂纪

律。 

完成线上测

试 等 任 务

差；课堂听

讲不认真，

不能积极参

与各项教学

活动，学练

积 极 性 不

高，不能独

立解决实际

问题。不遵

守 课 堂 纪

律。 

5 

目标 2：以足球为教学媒

介，围绕中学体育课程

的教学及课余训练，养

成会讲、会做、会教、

会训的足球核心素养。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非常积极的

完成线上测

验等任务；

课堂听讲认

真，积极参

与各项教学

活动，学练

积极性高，

解决问题能

力很强；遵

守 课 堂 纪

律。 

积极完成线

上测验等任

务；课堂听

讲认真，能

积极参与各

项 教 学 活

动，学练积

极性高，解

决问题的能

力比较强，

遵守课堂纪

律。 

比较积极的

完成线上测

验等任务；

课堂听讲较

认真，参与

各项教学活

动、学练积

极性较高，

能解决一定

的问题；能

遵守课堂纪

律。 

完成线上测

试等任务一

般；课堂听

讲较认真，

参与各项教

学活动、学

练积极性一

般；能解决

一 定 的 问

题，但能力

较差；尚能

遵守课堂纪

律。 

完成线上测

试 等 任 务

差；课堂听

讲不认真，

不能积极参

与各项教学

活动，学练

积 极 性 不

高，不能独

立解决实际

问题。不遵

守 课 堂 纪

律。 

5 

目标 3：面对足球教学与

竞赛中遇到的困难，表

现出吃苦耐劳、顽强拼

搏、团结协作的精神，

养成规则意识、责任意

识和集体荣誉感，能够

分析足球比赛结果的正

确内涵和足球运动培养

团队合作的功能优势，

并能在足球教学、训练

和竞赛中有效挖掘其课

程思政元素。（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8.3） 

团队意识很

强，在足球

术科教学、

竞赛组织、

实训实践等

教学活动中

团队合作表

现优秀。 

团队意识较

强，在足球

术科教学、

竞赛组织、

实训实践等

教学活动中

团队合作表

现良好。 

团队意识较

强，在足球

术科教学、

竞赛组织、

实训实践等

教学活动中

团队合作表

现一般。 

团队意识一

般，在足球

术科教学、

竞赛组织、

实训实践等

教学活动中

团队合作表

现一般。 

以自我为中

心，团队意

识差，在足

球 术 科 教

学、竞赛组

织、实训实

践等教学活

动中缺乏团

队合作。 

5 



 

8.课外作业评分参考标准 

表 11 课外作业评分参考标准 

课程目标要求 
评分标准（分） 权重

（%）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目标 1：能陈述现代足球

的发展概况、竞赛规则、

教学训练等基本理论知

识，能够正确使用足球传

接、运控、攻防等基本技

战术的方法和要领。（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3.1） 

按 要 求 保

质 保 量 完

成作业；陈

述 足 球 运

动 的 重 点

知识，能准

确 讲 出 完

整概念，术

语 表 达 正

确；运用基

本技、战术

方 法 和 要

领，能运控

足球。 

按 时 完 成

作业；能陈

述 足 球 运

动 的 重 点

知识，能讲

出 大 部 分

概念，术语

表 达 较 正

确；运用基

本技、战术

方 法 和 要

领，较好地

运控足球。 

按 时 完 成

作业；陈述

足 球 运 动

的 重 点 知

识，讲出部

分概念，术

语 表 达 基

本正确；运

用基本技、

战 术 方 法

和要领，能

够 运 控 足

球。 

完成作业；

陈 述 基 本

的 足 球 运

动 重 点 知

识，解释个

别概念，术

语 表 达 不

准；对基本

技、战术方

法 和 要 领

运 用 的 不

好，足球运

控能力差。 

不 按 时 完

成作业；不

能 陈 述 足

球 运 动 的

重点知识，

不 能 陈 述

概念，术语

表 达 不 正

确；足球运

控 能 力 很

差。 

5 

目标 2：以足球为教学媒

介，围绕中学体育课程的

教学及课余训练，养成会

讲、会做、会教、会训的

足球核心素养。（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3.1） 

按 要 求 保

质 保 量 完

成作业；讲

解 重 点 突

出，能够完

整 表 述 重

要的概念，

术 语 表 达

正确；能够

进 行 规 范

技 术 动 作

示 范 并 讲

出 技 术 动

作的要领。 

按 时 完 成

作业；讲解

重点明确，

能 表 述 较

为 完 整 的

概念，术语

表达正确；

能 够 进 行

规 范 技 术

动 作 示 范

并 讲 出 技

术 动 作 的

要领。 

按 时 完 成

作业；讲解

有重点，概

念 表 述 完

整，术语表

达正确；技

术 动 作 示

范较规范。 

完成作业；

讲 解 足 球

重点不明，

表 述 概 念

能混乱，术

语 表 达 不

准；技术动

作 示 范 不

到位。 

不 按 时 完

成作业；讲

解无重点，

表 述 概 念

不完整，术

语 表 达 错

误；技术动

作 示 范 不

正确。 

5 

目标 3：面对足球教学与

竞赛中遇到的困难，表现

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的精神，养成规

则意识、责任意识和集体

荣誉感，能够理解足球比

赛结果的正确内涵和足球

运动培养团队合作的功能

优势，并能在足球教学、

训练和竞赛中有效挖掘其

课程思政元素。（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8.3） 

按 时 提 交

作业；足球

行为规范；

在 提 交 的

视 频 作 业

中 体 现 了

团 队 合 作

的 优 秀 素

养，具备很

强 的 团 队

合作精神。 

按 时 提 交

作业；足球

行为规范；

在 提 交 的

视 频 作 业

中 体 现 了

团 队 合 作

的 良 好 素

养，具备较

强 的 团 队

合作精神。 

按 时 提 交

作业；足球

行为规范；

在 提 交 的

视 频 作 业

中 体 现 了

团 队 合 作

的 基 本 素

养，具备一

定 的 团 队

合作精神。 

能 提 交 作

业；足球行

为失控；在

提 交 的 视

频 作 业 中

团 队 合 作

的 基 本 素

养较差，团

队 合 作 精

神较差。 

不 提 交 作

业；足球行

为过激；在

提 交 的 视

频 作 业 中

团 队 合 作

的 基 本 素

养很差，不

具 备 团 队

合作精神。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