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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场上，学生们正在热火朝

天地训练，“以球健体、以球促智、以

球育人”的标语引人注目；教室里，

孩子们的座位下时常放着足球，黑

板报上讲述着他们和足球的故事；

校史馆内，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比赛

奖状、奖杯……走进位于秦岭南麓

的陕西省留坝县中学，校园里洋溢

着足球元素。学生们学习、体育双

出彩，也通过足球看到了更广阔的

世界。

近年来，“足球从娃娃抓起”已

成共识，社会各界对发展校园足球

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学生接触

足球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能

够锤炼意志、促进全面发展。而学

校教育也为项目普及夯实塔基，为

开展足球运动带来更多便利，校园

足球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体教深度

融合的更多可能。

校园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想

要有效运转，需要每个“齿轮”紧紧

咬合在一起——不但要破解场地、

师资、经费等问题，还要搭建校园足

球赛事体系，贯通球员成长渠道。经过几年努力，留坝

县中学校队夺得过各级校园足球联赛的冠军，近 200
名学生获得国家一、二级运动员称号，从这里走出的女

足队员师晓敏、邹梦瑶还入选了 U19（19 岁以下）国家

队集训名单。

让校园成为培育足球人才的沃土，还要悉心营造

足球氛围、培育足球文化，让孩子们享受在绿茵场上

奔跑的感觉。在留坝县中学，踢得一脚好球的学生总

能引来大家的关注，许多孩子因为足球养成了运动

习惯。

足球项目有其发展规律，需要长期精心耕耘，不能

急功近利。悉心培育校园足球的沃土，需要“不抛弃

不放弃”的决心，也需要学校、协会、社会等形成“众

人拾柴火焰高”的合力，更需要让更多孩子充分感受足

球的魅力。稳扎稳打，踏实前行，校园足球必将结出累

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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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是一个
系统工程，想要有效运
转，需要每个“齿轮”紧
紧咬合在一起，需要尊
重足球项目的发展规
律，稳扎稳打

在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千禧广场，每天傍

晚都有很多人来这里锻炼，有的跳起健身秧

歌，有的敲着欢快的腰鼓。68 岁的徐福全在

人群中穿梭忙碌，不时给大家纠正动作。

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 24 年，徐福全

指导过上万名学员，曾被评为“群众最喜爱的

社会体育指导员”“全国十大社会体育指导员

之星”。平时，大家见到徐福全，都会热情地喊

一声“徐老师”！

当个多面手，满足多样
健身需求

徐福全年轻时就热爱体育。他曾是西安

市青年篮球队主力后卫，还入选过陕西省游泳

队，在男子 100 米自由泳比赛中游出过全国前

六名的好成绩。

1997 年，阎良区设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岗

位，徐福全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他看来，社

会体育指导员能让更多人体验运动的快乐，养

成锻炼习惯，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徐福全在指导群众健身的工作中逐渐发

现，单靠热情，或者掌握一两项运动技能，还无

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凭着把

工作干好的闯劲、韧劲，他在学习健身新理论

的同时，也不断拓展自己的运动新技能——进

剧团学舞蹈，到专业队练乒乓球和武术，去延

安学秧歌。

徐福全将太极拳和舞蹈动作结合起来，自

创了一套太极舞，很多人慕名前来请教。2007
年，徐福全代表陕西省去安徽黄山参加社会体

育指导员技能大赛，轮到他出场时，先是唱着

歌做起了自我介绍，然后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不同类型的舞蹈动作切换自如，引来台下阵阵

掌声，也收获了评委的称赞。

甘做老黄牛，带给人们
健康欢乐

台上出色的表现离不开台下苦练。为了

把舞蹈动作做到位，徐福全每天对着镜子练习

无数次。为了夯实下腰、踢腿等基本功，他还

将自己的双腿吊在床架子上。

“老徐的心思都扑在体育上了，他现在比

退休前劲头还足。”徐福全的钻研劲头，老伴彭

世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当被问到想不想让

老徐回家歇着时，彭世玲摇了摇头。她知道，

徐福全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工作，而那些健身

爱好者也希望得到徐福全的指导。在儿子徐

明眼里，小时候觉得父亲这份工作“不怎么高

大上”，如今自己也为人父，回首这些年体育带

给自己的乐趣，看着身边人的幸福笑脸，徐明

觉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份工作很了不起。

为了丰富群众体育活动，徐福全为社区争

取了健身设施，还为一些健身爱好者免费提供

运动服装。每逢农闲和节假日，他主动到村镇

指导农民篮球赛、秧歌赛等活动，让更多人收

获健康和欢乐。

在其他地区，徐福全也“圈”了不少“粉”。

他曾去贵州省龙里县参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公

益活动，指导当地群众跳广场舞。村民孙大姐

表示，以前大家跳舞都是图个热闹，也没老师

教。“看到徐老师跳得那么舒展，以前没想到广

场舞有这么多学问。”

成为好朋友，因人而异
提供指导

“全民健身，谁都不能落下！”这是徐福全

常挂在嘴边的话。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徐

福全都积极沟通交流，并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

况、性格喜好，提供适合的健身建议和训练计

划。“社会体育指导员不仅要全面了解自己指

导的项目，还要善于沟通，不能是‘茶壶里煮饺

子——倒不出来’。沟通是一种能力，也是鼓

动大家参与健身的吸引力。”

因人而异的指导方法和亦师亦友的相处

方式，让徐福全的社会体育指导工作成效显

著。多年来，他向各级运动队输送了 20 多个

游泳苗子，指导学生中成绩最好的获得了全国

第三。2007 年，他指导的中国试飞院秧歌队

在全国健身秧歌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和优秀组

织奖。

在徐福全的带动下，当地群众的健身热情

不断高涨。今年 65 岁的王文英退休前是一位

大学老师，平时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经过

徐福全的指导，王文英爱上了筷子舞，不仅自

己动起来，还成为徐福全组织活动的得力助

手。“之前总觉得在外面跳舞难为情，现在一天

不锻炼就浑身不自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

不少，越活越年轻。”王文英边笑边跳了一段舞

蹈，展示最近的学习成果。

今年 9 月，第十四届全运会将在陕西举

行，徐福全萌生了一个想法——开幕式当天组

织 1200 名群众做操热场。他积极呼吁，多方

筹资，买服装、租车辆，组织大家排练。“在‘家

门口’遇上这样一场体育盛会，一定要体现出

咱们老百姓的精气神。”

社会体育指导员徐福全—

让更多人爱上运动
本报记者 李 洋 李 硕

核心阅读

徐福全今年 68 岁，
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岗
位上已经工作了 24 年。
为了更好指导体育爱好
者健身，他不断学习健身
理论，刻苦钻研运动技
能，为每个人制订适合自
己的锻炼计划，给大家带
来健康与快乐。在他的
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的
人爱上运动，养成健身
习惯。

右图：徐福全（前）指导社区体

育爱好者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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