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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中考体育培训招生”“中考体育暑
期提分”……中考体育改革之后，各种体
育培训活动开始逐渐火爆起来。家长们
带孩子参加运动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其
中有一部分不能忽视的群体，就是那些
备战中考体育的初中生。自从天津中考
体育成绩提升至40分、考试的难度提高
之后，不少家长感受到了压力，其中不乏
家长花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培
训费特意选择“中考体育特训班”，目标
直指中考体育满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家长都
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孩子的身体素质
不达标，运动能力差，加强体育锻炼是
必须的。但是，仅仅依靠学校的体育
课，孩子的锻炼是否充分、体育成绩能
不能提上去，家长并不确定。让孩子
加强体育锻炼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为
提高体育成绩参加应试培训，对学生
来说利弊几何？

青少年运动能力差并非个例

7月下旬，赵女士一家三口去四川
旅游了一圈，9天的行程除了九寨沟、
黄龙之外，剩下的时间几乎就是成都
和重庆的城市游了。赵女士自认为行
程安排得张弛有度，但是从儿子浩辰
的表现来看，却好像经历了一场严酷的
“军训”。“没想到出来旅游整天喊累的
居然是我们家里最年轻的那个。特别
是到了重庆，上下坡和各种阶梯特别
多，半天刚过，孩子就开始喊腰疼。”赵
女士无奈地说，“到了秋季，浩辰就要升
入八年级了，个头比我还高，也是个大
小伙子了。就这身体素质还不如我呢，
真是愁人。”

浩辰身高175厘米，体重78公斤，
已经明显超重，平时又不爱运动，赵女
士没少为孩子的体重问题而烦恼，特
别是中考体育分值增加后，更让赵女
士的危机感骤增。她告诉记者，孩子
中学入学之后，学校利用体育课对学
生们进行过体能的摸底考察。“浩辰的
体育成绩不好，我就特别关注学校对
体育课的安排，有这个体能摸底，我还
挺高兴的。孩子小学阶段的最后三年
都是在新冠疫情中度过的，没怎么真
正地锻炼过，我就想知道他的运动水
平到底如何。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
备，但是看到跑、跳、投、引体向上等各
个项目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达标的时
候，我是真着急了。”更让赵女士没想
到的是，浩辰告诉她，自己所在班级共
41人，其中23名男生在引体向上的项
目上，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2个以
上；而在女生的测试项目中，立定跳远
则是“重灾区”。赵女士回忆说：“当
时，因为这个测试结果，家长群里讨论
了很久，大家都对即将面临的中考体
育考试感到焦虑。”

酒元明是天津理工大学的体育教
师，他从天津体育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
直从事体育教育工作。在大学任教多
年，酒元明的切身感受是，与其说年轻人
的身体素质变差了，不如说是运动能力
变差了。“在我接触的学生中，大一新生
的运动能力普遍比较差。就拿最简单的
篮球运球来说，不少学生拍几下就会手
疼。是年轻人太娇气了么？观察他们的
动作，就会发现其实是用错误的方式拍

球，手疼是肯定的。”酒元明举例说，“但
是经过大学体育课的一段训练之后，学
生们的运动能力和水平都上升得很快。”
在酒元明看来，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存在
跑不快、跳不高、蹦不远等一系列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中小学阶段运动的时间
少，许多基础的运动技巧学生没有掌握
导致的。

张阿姨的外孙女今年即将升入小
学五年级。她告诉记者，外孙女所在
的小学是一所乒乓球特色校，刚上一
年级的时候，孩子每周还有一节乒乓
球训练课。但是，才刚升入二年级，孩
子就换了校区，不仅没有了乒乓球训
练场地，连操场都小得可怜。“我们学
校一个年级十多个班，要分好多校区
才能装下这么多的学生。有的校区连
基本规格的操场都保证不了，那小操
场如果练个长跑，孩子们能转晕了。
这种条件，怎么可能让孩子进行充分
的体育锻炼呢！”

这个暑假，张阿姨的女儿给孩子报
名了一个月的羽毛球集训，由张阿姨每
天接送孩子去练习。她告诉记者：“本来
想着自己每天带孩子出门也能锻炼锻
炼，但是今年夏天太热了，加上家里的电
子产品诱惑力又大，想把孩子拉出去都
难。她妈妈没办法，就给孩子报了训练
班，钱花出去了就必须去上课，这才勉强
动起来。”

中考体育暑期集训忙

相较于低年级孩子的家长愁的是怎
么把孩子从室内拉到户外，中学生的家
长对体育锻炼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走出
去、动起来这么简单了。
“中考如果能考上一所重点高中，

就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甚至是
重点高校了。所以现在身边人对中考
的重视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
今年9月，孙女士的儿子即将升入毕业
班，这个暑假，孙女士也带着孩子一头
扎进了体育特训中。孙女士的儿子又
高又胖，平时还比较懒，基本不运动。
孙女士告诉记者，为了加强学生的身
体素质，学校也安排了假期的体育锻
炼；但是相对于纸质作业，学校所留的

跳绳打卡、仰卧起坐打卡，孩子从来不
做。“我也是没有办法。课外补习体育
的话，会有教练带着一群学生一起运
动，可以调动起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
积极性，还能针对孩子的问题进行训
练和纠正。希望能有所帮助，毕竟谁
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体育方面影响
成绩。”孙女士表示。

同在暑期“卷”体育的，还有王洁和
他即将进入中学阶段的儿子。王洁直
言：“我是一名大学教师，可能因为职业
的关系，我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非常
关注。之前孩子一直都在练习跆拳道，
但是升入中学之后面临中考，我就果断
地给孩子改了训练项目，从这个暑假开
始让他练习乒乓球了。虽然都是体育运
动，但在选择的时候，作为家长肯定会考
虑‘性价比更高’的项目。”至于为什么选
练乒乓球，他表示：“本来觉得男孩打篮
球也不错，但是我担心儿子学会之后会
上瘾，从而影响学习。当然不是说乒乓
球的吸引力差，只是它对场地的要求稍
微高一些，不像篮球随便找块空地就可
以玩了。”

王洁也承认，自己对孩子体育训练
的安排就是围着考试转的，但是没有办
法。“尽管‘卷’得很辛苦，我和我身边的
大多数朋友都非常支持中考体育改
革。”他告诉记者，“如果不是体育分值
增加，也许到了初中，孩子们的运动量
就更少了。”

到底要不要让孩子参加专门针对
中考体育项目而设立的各类培训班，还
有许多家长仍在观望。刘女士的孩子
今年也是七年级新生，她告诉记者，自
己一方面还是想等等，看看学校是否有
自己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带孩子到一些
体育培训机构试过课，到底这些课程能
否提高孩子的成绩，仅凭试课并不能确
定。“现在各种中考专项体育培训，价格
虚高也是一个问题。”刘女士表示，“我
朋友的孩子今年参加中考，考试前他们
报名了乒乓球集训，20节课，每节课90
分钟，花费近8000元。我在商场咨询
过同类的培训，最便宜的一节课也在
150元以上，有的一个阶段培训下来就
得上万元。到底要不要参加体育培训、
参加的话怎么选机构，真是让人头疼的

一件事啊！”

别再走学科培训的老路

酒元明作为益能乒乓球俱乐部的兼
职教练，这些年也教过各个年龄段的孩
子。他在教学中发现，不同年龄段学生
的家长，心态也大不一样：小学低年级的
家长是单纯希望孩子学到一项运动技
能，从而强身健体。但是小学五六年级
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的家长，心态会发生
明显的变化。“他们开始纠结，在学习任
务加重了之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运动？
尤其到了中学，同样是一个小时，到底是
投入到运动中还是投入到复习上？许多
到初中才开始学乒乓球的孩子，主要是
奔着中考练的。”

酒老师告诉记者一个很有趣的现
象，每年从寒假开始到当年的4月，俱
乐部的中学生就会猛增。“平时训练的
队员里，有备战中考需求的孩子只占
20%左右，一到中考前几个月就会猛增
到50%以上。俱乐部的三台发球机在
这个时段都是满负荷运转，只是租赁发
球机自行练习的考生每天能达到20名
左右。”

在他看来，学生突击培训体育项
目，或者抱着“多得一分是一分”的想
法参加体育锻炼，并不值得提倡。“体
育培训火起来是好事，可以帮助学生
从小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并因此拥
有健康的体魄。同时运动也是缓解
压力、放松身心的良好方式。虽然这
些道理家长都懂，但是一跟考试挂
钩，家长们就很难再保持一颗平常心
了。”酒元明表示，“孩子很容易受到
家庭观念的影响。如果家长就是以
应试为目的让孩子参加体育锻炼，不
仅会增加学生的压力，也很难让他们
真正爱上运动。”

家长对中考体育焦虑，除了分值占
比增高，还有一个原因是认为中考体育
很难。真的如此吗？酒元明表示：“它其
实是一场开卷考试，学生从入学起，就知
道会考什么、怎么考，肯定是早准备、早
受益。”虽然我们通常认为体育运动需要
一定的天赋，但是对于中考体育来说，更
看重的是学生是否努力锻炼了。“从中考
体育各个项目满分的标准看，并没有刻
意难为学生，通过适当练习，大部分学生
都能达标。”

作为有多年体育教育经验的教
师，酒老师表示，各学校针对中考体
育考试肯定会有自己的安排，家长其
实不必太焦虑。当然，对于一些学校
硬件设施不足、学生锻炼时间不够充
分的情况，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无疑是
很好的补充。但是体育锻炼不是一
蹴而就的，它可以熟能生巧，但一定
需要积累。“本来每天锻炼半个小时
就能提高成绩，非要在最后关头速
成，那只能通过提高训练强度来达到
目的，如果超出学生的身体承受能
力，反而是有害的。”

参与体育运动，表面上看是掌握技
能、锻炼身体，但背后的“体育精神”才是
体育教育的核心。酒元明说：“一项运动
也有一个从不会到会、从会到精的过程，
本身充满了挑战。你只有不断突破自己
的极限，才能越来越强。希望每个孩子
都能从体育运动中汲取到这种精神力
量，这才是体育运动赠予我们的最大的
财富。”

中考体育改革之后，各种体育培训活动开始逐渐火爆起来

“提分”不该是体育培训的终极目标

暑期各类体育培训火起来。 本报记者 田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