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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公益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学
生和老师。在偏远地区，这类项目为
缺乏体育教育专业力量的当地学校
送上专业课程，提升教师能力，培养
学生体育发展；在城市里，这类项目
则多面向外来务工子女，为他们提升
自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同
时，还有面向社会大众的足球文化普
及型项目。

其中，偏远地区对于足球公益的
渴望最为迫切。2016年冬天，青少
年足球成长公益基金（以下简称“成
基金”）走访了贵州、江苏、四川、内蒙
等全国四个省、自治区，在全国180
多所学校进行了基础足球教育调
研。结果发现，当地校园足球发展存
在不少问题，包括缺乏专业的硬件设
备、校园足球教学课程、优质师资，以
及专业球员的晋升成长通道和高水
平比赛机会等。

针对这些问题，四位长江商学院
的同学——足球运动员刘成、金融人
士樊海东、投资人刘婳和电影制片人
刘刘组建了“成基金”，发起校园足球

梦想计划，希望从装备、课程、师资、
平台等多个维度，全面推动二三四线
城市的校园足球发展。

“成基金”的目标是建立有社会
影响力并专注培养青少年足球技能
以及体育精神的公益组织。“成基金”
理事长刘成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团队
的力量和努力，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带去一份责任，带去一份关爱，促进
中国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均衡发展。

此外，城市发展带动大量人口迁
入，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以
及与所在城市社会融合问题已成为
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教育是完成社会融合的途径之
一。然而在教育资源短缺的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小学，没有足够的体
育设施和专业的体育老师，导致体育
课程无法有效进行。体育老师教学
方式陈旧，体育课的活动内容常常循
规蹈矩，创新，体育课基本是放羊式
教学，孩子们缺乏参与体育运动的热
情和机会。

关注到这一现象后，“快乐足球”

公益项目应运而生，它由“上海有你
真好公益服务中心”主办，贝塔斯曼
基金会发起，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创立
的纯公益慈善项目。

同样聚焦社会融合的还有上海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他们今年策划了

“足球夏令营”公益项目，旨在通过足
球运动，为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学
生提供融合机会，帮助其打破移民城
市的壁垒。

另外，还有一些面向其他服务对
象的足球公益项目。在上海足协，他
们从2015年开始推广公益项目，受
众面非常广泛。其中，足球节活动，
面向亲子开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
青少年学生裁判项目则针对上海的
小学、初中、高中，培养有足球裁判基
础的学生。

同时，他们还会在校园和社区
举办推广活动。例如，请足球名宿
进盲童学校。“要构建上海的社会足
球体系，足球公益是很重要的部
分。”上海市足球协会执委副秘书长
陈富贵说。

足球公益：体育精神永不落幕

用专业系统课程教孩子健康运动
近日，世界杯在大众中掀起了一场足球风暴。虽然这场足球狂欢已然落幕，但足球传递出的

协作、坚持、拼搏等精神则历久弥新。如今，就有这样一群公益人，他们进学校、社区，甚至偏远地
区，积极传播足球文化，为人们传递体育精神。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选拔足球好苗子
向大众传播足球文化

进入学校后，专业化、体系化、国
际化等优势令足球公益获得了师生
的认可，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据了解，“快乐足球”项目自
2016年启动以来，已经有5所小学的
约2000名儿童在该项目中受益，并
得以体验高质量的足球课程。而参
与授课的学校体育教师也学习了很
多新的训练方法，有助于为这些外来
务工子女设计更多符合他们年龄的
新型体育课程。项目已经从现有的5
所学校扩展到10所学校，并将组织
校际联赛，让更多的孩子享受足球带
来的欢乐。

“足球是团体活动，强调团队协
作精神，而体育运动注重坚忍不拔的
精神，这对学生本身就是一种鼓舞。”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合之路”专项
基金项目协调员胡璇说。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体育
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不仅是

锻炼身体，更多的是跨出身体走
入大脑，体育精神可以改变

未来，使自己成为具备世界
眼光的人，在体育的平台
上，寻找属于我们的世
界，收获更多的良师益
友。”

这也是刘成一直
坚持的理念。两年内，

“成基金”覆盖了全国近
5000所学校，荣获第三届

长江商学院年度公益项目
奖，登上时代广场纳斯达克

大屏。他们在2017年度的筹款
总额为 409.57 万元，直接资助学校
86所，让上百名来自全国12个省区
的基层足球教师获得国内外高水平
专业足球青训专家的训练和指导，开
拓眼界，提升技能，并帮助数百名山
村孩子追逐自己的足球梦想。

贵州的两位足球少年，在参加了
首届足球公益联赛后，被推荐到富力
足球学校上学。一年三万元的学费，
对于山区学生家庭而言很难承担，而

“成基金”与富力-阿贾克斯足球学
校达成战略合作后，每年都有这样的
免费名额提供给“成基金”。只要足
够努力、有天分，这些山区的学生就
有机会踢出自己的未来。

目前，刘成和团队正在积极联系
和引进荷兰、德国等全球领先青少年
足球训练系统，并且与国内体育教育
专家合作，成立一所专门的体育素养
研究院。这套优质先进的教育，最终
有望以一间场景化、室内室外互动的
足球梦想课堂方式呈现。

刘成表示，课程的 2.0 版本，将
结合场景和实际应用，让孩子们体
会到体育精神。“我们更多的是传递
体育精神，希望‘成基金’能成为一
家致力于体育素养教育的公益组
织，在不断迭代的版本中，不断凸显
体育精神。”

上海足协主要秉持的理念则是
服务足球、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我
们的工作围绕服务、面向基层开展，
着力于提升上海市民足球的获得
感。”谈及足球文化在大众的渗透，陈
富贵表示，足球是团结、奋斗、拼搏精
神的载体，通过足球人的点点滴滴，
对于社会大众，受到社会足球的感
染，能够让自己更多地投入到公益活
动上。

这些足球公益项目在推广中，形
成了一定模式，也体现了各自特色。

依托专业团队是这些公益项目
的共性，所以课程体现了高度的专业
化，与足球行业的前沿接轨。

国际化的足球公益项目，为学校
的体育教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快
乐足球”由于是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创
立的，能够对接到足球方面的国际资
源。在整个学期中，德国足球教练每
个星期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到10所不
同学校，与学校老师共同教授现代新
颖的体育课程。

同时，项目借鉴德国足球的经验和
系统的教学课程，培训上海体育专业的
大学生及基层小学体育老师学习足球
运动技巧，组织管理足球训练和比赛的
方法，以及营养健康常识，使他们掌握
更多足球运动的核心技能，并结合自身
情况开展足球教学推广工作。

而项目的体系化更是有助于他
们可持续发展。其中，课程体系和足
球材料包是“成基金”在偏远地区服
务时，为当地学生提供的服务内容。
课程由刘成的启蒙教练李海平编写，
刘成亲自带球示范，制作成39集的

足球教育视频片，在中国覆盖了3000
多所学校。

刘成也会走进大山，教孩子踢足
球。他介绍说，首先带领孩子准备活
动热身，帮助他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避免在运动中受伤。通过示范，教他
们踢球的姿势，锻炼身体素质。当地
学校的老师则会用手机拍摄下教学
过程，学习揣摩专业的足球教学。

此外，刘成有一些足球圈的朋友
会一起参与活动。同时，他们还会为
学校捐足球器材包，包括标志桶、运
动背心等等。

足球公益类项目呈现专业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特点

偏远和外来务工子女学校缺乏足球教育条件

足球公益帮
助偏远地区和外
来务工子女打破
移民城市的壁
垒，进行快乐足
球教育。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