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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会已经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收获好成绩的同时，崛起的
“00后”奥运小将们用自己的努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后浪”的风采。其
中一些奥运冠军还在读大学，有关学生运动员的话题多次上热搜。
  在桂林，每年也有不少学生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进了理想的大学。
那么，他们是如何在保持高强度体育训练的同时，又能完成好学业的？走
这条路又要付出多少汗水？

  本届奥运会，为国出战的
奥运冠军不乏重点高校的在读
大学生，例如奥运首金杨倩，
她是清华大学本科生；乒乓球
女团冠军成员孙颖莎，就读上
海交通大学。
  这些励志的奥运冠军和他
们的成长道路，受到很多桂林
学生家长的关注。“原来体育
生不一定要学体育专业”“我
孩子有喜欢的体育项目，能不
能通过这些项目进入名校？”
“我不想让孩子成为职业运动
员，但能走体育特长生参加高
考这条路吗？”……最近一段

时间，这些问题成为不少桂林
家长热议的话题。
  近日，记者采访了一些大
学老师和教练得知，近年来，
桂林在网球、足球、篮球、羽
毛球、乒乓球、排球、田径等
运动项目上，每年都有不少考
生如愿以偿考进自己理想的
大学。
  在桂林，网球运动近年来
受到很多孩子和家长的追捧。
桂林唯快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
的前身是桂林市体育中心青少
年网球队，算是桂林市最老牌
的网球青少年队。球队创始人

袁朝晖是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教师，在长达25年的执教生
涯中，他带队拿遍了桂林市、
自治区级的各年龄段青少年网
球比赛冠军，培养出的优秀学
生分别考进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四川
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澳门大学等知名学府。
  今年高考，这支球队又传
出喜讯，在桂电中学就读的高
三学子全国文，因为网球特
长，考进四川大学。他的成长
故事，还被四川大学官微
推荐。

体育特长生是考进名校的另一条通道

体育特长生有两条升学之路

  在桂林，大多数的体育特
长生从小学就开始规划，准备
凭借一项体育特长进入高中，
再通过高中阶段不断参加比赛
拿到好成绩，被各个层次的大
学录取。
  这些体育特长生，常规的
升学之路有两条。
  第一条路是进入大学高水
平运动队。按照惯例，国内大
学一般会在年初公布自己学校
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简章。有
意报考的考生和家长会主动关
注相关信息并报名，经过初审
后，考生要通过该校的专项测
试，最后凭专项测试成绩和高
考成绩进入大学。值得一提的
是，考生的文化成绩通常只要
达到二本线的65%，即被视为
达标。不过，个别高校会另有
标准。

  比如像奥运冠军杨倩，当
年走的就是高水平运动队这条
路。刚刚进入四川大学的桂林
学子全国文与杨倩的经历有些
相似。全国文也是从小通过努
力训练，在2019年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夺得网球男子单打
第三名，获评国家级运动健将
称号，不仅实现了桂林乃至广
西网球在全国青年运动会中零
的突破，还让自己也拥有了开
启名牌大学的“金钥匙”。
  进入大学高水平运动队，
是大多数体育特长生的愿望。
因为被录取之后，可以选择体
育以外的专业。诸如经济管
理、经济贸易、行政、教育、
法学等，这对很多考生很有吸
引力，特别是毕业之后的就业
渠道拓宽许多。
  第二条路，是通过大学的

体育单独招生。这个是不需要
参加高考的，是体育特长生们
选得最多的一条路。只是，进
入高校后，体育特长生只能就
读运动训练专业，继续学自己
的专项。
  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例，足
球特长生只能继续学足球，乒
乓球特长生只能继续学乒乓
球。对此，国家有明确规定，
考生报什么单项，就考什么内
容，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会
组织进行统一考试。
  当然，单招也是有门槛
的。虽说全国各高校的标准不
一样，但几乎90%以上的学校
都要求考生要达到国家二级运
动员水平以上，文化课考试有
4门，语数英和政治，试卷全
国统一，难度相对较低。

  那么，要成为一名
体育特长生考进自己的
理想大学，需要过几道
关呢？记者采访了我市
网球、足球、篮球、羽
毛球等项目的部分教
练，总结出一份清单，
大致分为：启蒙、毅
力、伤病、经济这4道
关卡。
  袁朝晖说，启蒙是
青少年进入这项领域的
第一步，培养孩子兴趣
最为重要。“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这一观点
得到了桂林市各体育运
动项目教练们的认同，
一旦孩子有了学习兴
趣，老师能充分调动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当打开这扇门，第
二步要做的就是毅力。
假设一个孩子从7岁开
始练习体育项目，到18
岁高中毕业。意味着11
年时间里过的是“白天
上学，晚上训练，周末
不停，一年365天不间
断的日子。”这样的生
活，是桂林所有体育特
长生的标配。
  在桂林德仕羽毛球
俱乐部练习羽毛球的高
二学生李诗妍，是我市
羽毛球青少年群体中的
佼佼者。她从9岁练球
至今，多次获得过市
级、区级比赛冠军，近
10年运动生涯中，受伤
是家常便饭。2017年临

近广西青少年羽毛球锦
标赛，李诗妍手腕扭伤
疼痛难忍，但她仍然坚
持训练直到打完比赛。
  至于培养一名体育
特长生需要多少费用？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各
领域的答案不尽相同。
以网球为例，唯快青少
年网球训练中心在不分
年龄段和组别，一年365
天几乎不休的情况下，
训练费长期稳定在每人
每月1000元，一年为
12000元，十年即是12万
元，这还不包括装备费。
  足球领域，桂林天
龙足球俱乐部作为桂林
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
为职业队和全国各大高
校输送过不少好苗子，
桂林天龙足球俱乐部青
训总监王亦川算了一笔
账，如果一名青少年球
员从6岁开始练习直至
18岁考入大学，平均每
年的训练费在6000元左
右，12年算下来为7万多
元，再加上装备、外出比
赛费用等，满打满算也
要10万元左右。
  综上来看，想要以
一名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考进理想的大学，不比
正常进阶的学子轻松。
如果孩子能够承受很大
压力，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支撑的家庭，才可以
考虑走体育特长生这
条路。
     记者马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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