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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中开始，即便是引体向上这样的项

目颇有难度，但是对于体育重视程度的增加

却是显而易见。可是，“ 体育”最近在高中生

中的地位，却经历了一次“ 大地震”。国务院

发布的《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对两类加分加大了规范力度———

201 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

目。这项“ 改革”，对于那些特长生们影响又

有多大？

照常训练却有点迷茫
针对体育特长生加分屡次被曝出违规

的现象，教育部在开学前要求各地各高校对

201 4年特殊类型录取新生，开展入学专业

测试复核，发现问题的不予学籍注册。

毋庸置疑，此次关于取消体育特长生和

艺术特长生加分，获得了外界的一致肯定。

只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在于，许多家长

让孩子参与体育锻炼，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

是高考加分，而今取消，对他们又将造成什

么样的影响？最近，记者特意前往了杨浦区

一所高中进行了走访，该高中某个项目的校

队，在整个上海都堪称“ 佼佼者”。

据该队周姓主教练透露，自从获悉这个

消息之后，“ 高一、高二的队员们还好，高三

的情绪上就比较低落了。毕竟他们中很多苦

练了两年，甚至初中就已经开始练了，就是

为了高考能够加上20分，现在一下子没有

了，情绪上难免受到影响。”不过，每天的正

常训练，这支球队依然还在进行。“ 毕竟我

们今后还要参加市里或者全国的比赛，学校

的传统体育项目不能丢，荣誉还是要争

取。”只是，这位教练也无奈地表示，相较于

以前，队员们在训练时明显感觉有些迷茫。

成绩体育兼佳者影响最大
对于体育特长生而言，他（ 她）们的出

路一般有三条。一是参加普通高考有加分，

一般而言，国家一级运动员可以加20分，二

级运动员则可以加1 0分。而今，这条出路算

是彻底堵死。除此之外，拿到国家一级运动

员、国家健将甚至国际健将的称号，有机会

进入省市乃至国家队，以及去参加大学的高

水平运动员招生，或者直接报考体校。

由于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成绩一般，后两

条出路或许是他们的主要选择。在高水平运

动员招生中，不存在加分政策的。体育特长

生报考体校，更加不会有加分。至于省市国

家队层面，那已经属于体制内的“ 专业体育

范畴”，更是与加分毫无瓜葛。所以取消高

考加分，对于大部分真正的体育特长生而

言，影响还不算太大。

当然，对于他（ 她）们中的另一部分人，

则是另当别论———成绩和体育兼佳，或者说

学科成绩还过得去的特长生。“ 我们球队每

年都有这么几个，成绩在学校属于中等水

平。”上文中的那位周教练告诉记者，“ 按照

他们的成绩，也能考上个普通一本。可是要

20分加上去，那很有可能就是重点大学了。

所以说，他们这样的影响最大。”

除此之外，那些通过关系进入某些集体

项目达到加分目的的“ 板凳球员”，同样也

是影响颇大。不过，此次改革针对的恰恰也

是这群人。“ 这些人平时训练不怎么来，来

了也没达到那个水平。我们练个半死，最后

总感觉他们占了便宜。真要取消了，我觉得

对于大部分人还是公平的。”一位曾经靠着

加分考入同济大学的特长生告诉记者。

自从去年开始，引体向上作为必测的体

育项目之后，大多数学校体育老师的教学计

划，甚至都因此发生了一些改变。学生“ 薄

弱”的环节，必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可是

经过了这一年，许多体育老师深有感触，在

记者的调查中，一些体育老师表示，是否今

后在“ 力量测试”上，能够增加一些其他项

目。

“ 相较于耐力方面的长跑和游泳，技巧

方面的单杠、双杆、球类运动等，力量这块只

有引体向上。”一位杨姓体育老师表示，“ 学

生们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样‘ 一刀切’的做

法，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间？在时间、精力还有

训练条件上，确实都存在着一定的实际问

题。最重要的是，一些学生根本不可能完成，

对他们是否缺乏公平性？”

该杨姓老师同时还以耐力举例。“ 以前

测试就是男生1 000米女生800米，可班里总

会有那么一两个不管怎么练，就是跑不到及

格线。你看后来增加了游泳就很好啊，我就

看到不少腿部力量有问题的学生，游泳就游

得很好。”杨老师说，“ 力量这块是不是也应

该参照一些耐力，比如增加个铅球或者其他

什么的。归根到底，体育测试是为了达到让

学生锻炼的目的。”

老师们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学生的心

声。上文中那位身高1 米8的初三学生，在与

记者聊天时便表示，其实自己的力量并不

差。“ 我平时也经常打篮球，位置是中锋，有

时候在外面和高中生对抗力量上也不吃亏。

可是引体向上我就是做不起来，你能说我的

力量就不行吗？我和同学扳手腕的时候，不

要说班里了，整个年级都没有几个人能赢

我，你能说我力量差吗？”这位学生说，“ 可

是成绩单上，我这项就是不合格。倒是班里

几个小瘦子，还拿满分了，我觉得自己把他

们扛起来都没有问题。”说这话时，这个少年

脸上写满了委屈和不忿。

虽然“ 引体向上”的难度很大，不过，许

多体育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排除那些

受限于体质方面问题的学生，只要认真锻

炼，“ 一般3个月到半年，最多一年基本都能

够完成。”只是，目前摆在学生们面前的最

大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问题———

缺乏足够的时间。

一位张姓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正常

情况下，一节45分钟的体育课，每位学生练

习一组动作大约需要40秒到1 分钟，一个班

级20位左右的男生，每个人一堂课大约只能

拥有2至3次的锻炼机会。“ 每周三四节体育

课，你看每个人只能练几次？也就每个礼拜

练1 0次左右吧？这点量显然是完全不够

的。”并且，为了确保安全性，学校一般不允

许学生单独进行练习，课间或者午休等没有

老师在旁的时间，同样也无法成为学生们的

“ 练习时间”。

记者对此也专门询问了相关的健身教

练，对此，他们给出了更为专业的解答。“ 引

体向上不仅仅涉及到手臂力量，还有背部肌

肉、爆发力以及身体平衡性等。”一位健身

教练向记者表示，“ 一般情况下，没有经过

训练的成年人也就能够标准地做两三个。如

果经过专业性的训练，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

应该能够独自完成1 0个。初中生的时间可能

还要拉大2至3倍，毕竟他们的身体没有长

成，力量和成年人完全不能比。”

再加上，按照一般学校的“ 作息时间”，

学生每天都需要早起上学，傍晚六七点钟才

能回到家，还需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 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练习，这点我们也很

理解。一些学生双休日还要上辅导班，时间

就更少了。而且你确实也不敢多练，练多了

孩子们疲倦了影响学习也不行。”一位体育

老师说，“ 所以家长们双休日抽出一点点时

间，哪怕每天只是十几二十分钟，带着小孩

练一练。力量这东西不持续练，还会退化。”

高考取消加分
特长生影响有多大？

没有时间练成问题

老师“ 呼吁”多些选择

看看蛮简单的引体向上对于初中生来说并不容易。 本版撰影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实习生 许曼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