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世界各国的
青少年到美国读高中
后通常会惊讶地发现，
体育在美国高中是件
大事。不少学校在建
设施请教练、参加比赛
等方面支出惊人，一些
预算不足的学校宁可
舍弃师资或停课，也要
力保体育投入。面对走
低的高中毕业率和大
学升学率，美国教育界
开始质疑这种失衡的
教育“战略”。一些学校
开始挑战重“体”轻
“文”的教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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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新民环球

相关链接高中体育至上
文化分数落后
韩国的珍妮两年前随家人移居

美国，就读新泽西州的公立学校“肖
尼高中”。这所学校有 !"支运动队，
包括高尔夫和保龄球队。校园里建
有大片草地运动场，#个网球场，一
座陈列体育竞赛奖项的“荣誉堂”。
珍妮发现，加入学校运动队的

同学似乎享有更多“特权”。“有人甚
至可以身穿夏威夷海滩装或睡衣到
校上课，仅仅因为‘我们是足球队
的！’”珍妮说。
相比之下，在珍妮的故乡韩国，

她的中学同学通常只能临时凑人趁
午饭时间在泥地里踢一场足球。他
们从家自带羽毛球拍到学校，在没
有球网的空地上玩。如果他们中有
人上了报纸，往往是因为学习成绩
优异，而不是体育比赛获奖。
《大西洋》月刊一项调查发现，

约 $%%名曾在美国高中学习的交流
生中，&%'认同美国学生比自己国
家的同龄人更关注体育运动。
《大西洋》月刊报道说，长期以

来，美国学校在体育方面的热情和
表现堪称全球“无敌”。但与之形成
强烈反差的，是美国中学生在学业
上的平庸表现。以中学生国际数学
测试为例，美国学生的成绩仅在第
()位，远远落后于前四名的中国上
海、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以毕
业率为例，韩国高中生毕业率达
&('，美国学生则为 **'，其中有
$'因体育特长加分升入大学。
“体育非常重要，但问题是，一

旦它在学校变得过于重要，就会与
学业起冲突。”独立办校的教育界人
士奥尔加·布洛克说。

得州糟糕学区
冒险尝试变革
面对失衡现状，得克萨斯州普

里蒙特独立学区去年大胆尝试———
暂停高中所有体育项目。
这个学区因财务困境和成绩不

佳，去年春季面临关闭。受命前来督
学的州教育官员欧内斯特·辛格尔
顿发现，过去几年内，学区为节省开
支做了不少努力，包括裁员 "人、关
闭初中校园、让初、高中学生合用教
学设施、小学停上音乐和艺术课、高
中停用科学实验室，但收效甚微。
“我督查了数百个教室，这个学区的
情况是我职业生涯里所见最糟的，
学生说了算，语言粗鄙，老师几乎不
备课。”当过 )+年校长、挽救过多所
学校的辛格尔顿说。
与此同时，普里蒙特学区的高

中体育项目却丝毫未受影响，橄榄
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拉拉队
……一样不落。学区为橄榄球运动
的支出是数学教育的两倍多，一个
橄榄球赛季的开销足以支付小学全
职音乐教师一年薪酬。如果把高中
体育课暂停一年，能节省至少 )+万
美元。
辛格尔顿决定尝试暂停高中体

育课，以节省支出维系学区运营，同
时迫使师生重新重视学业。他把想
法告知学区里唯一一所高中的校长
恩里克·鲁伊斯，得到后者支持。但
学生们对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都是

难以置信：“什么？为什么？”
很快，新闻记者从全美各地蜂

拥而至，报道这一“不可思议”的试
验。不少专家预言，辛格尔顿的做法
会迫使爱好体育的学生辍学或转
校，影响学生团队协作和公平竞争
意识，试验必将“以失败收场”。
到去年秋季，学区平静度过第

一个“无体育”学期。包括 ,名排球
队员和一名橄榄球队员在内的 )%

多个高中生转校，两名兼职当体育
教练的教师辞职。但同时，"%'的学
生通过期末考试，远高于一年前
+%'的通过率；近两百名家长出席
学期家长会，而一年前只有 -个家
长参与。
“前 )$个星期平稳度过。（老师

们的）精力用于备课、教学以及课后
辅导。我看到了变化。”辛格尔顿说。
学校橄榄球队员内森说，他怀

念冲上运动场时的激情，但取消体
育“确实能让你专注（学业）。你有大
把的课余时间可利用，肯定不会耽
误功课。”

演讲和写作课老师德西蕾·瓦
尔德斯说，学校风气也有所改善，
“学生违纪行为明显减少，我都回忆
不起来这学期有没有发生过打架斗
殴事件，以前可是每隔几周就会有
一起”。
整个学区的财务状况也起死回

生，多年来头一次无负债。辛格尔顿
把削减体育节省出的开支用于为教
师涨薪，同时向得州其他学区招募

捐赠和基金，翻新普里蒙特高中的
科学实验室。
今年 +月，得州政府宣布普里

蒙特独立学区度过危机，不用关闭。

改革引发论战
关键在于平衡
辛格尔顿的尝试获得成功，也

在教育界引发论战。不少专家认为，
“普里蒙特模式”实属个例，很难复
制，因为绝大多数学区和学校还是
“体育至上”观念的拥趸。“如果我有
一根魔棒，我愿意为学生增加更多
运动机会、而不是减少。”曾在田纳
西一所中学当校长的比格姆说，“我
见过学生因为学校体育运动而不再
旷课。当学生有归属感，当他们感到
和学校荣辱与共，就会更愿意参与
学校活动。”
《大西洋》月刊的调查显示，过

去 -年里，从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到
北部的伊利诺伊州，不少学区和普
里蒙特一样面临预算困境，但没哪
个学区敢长期大幅缩减体育开支。
一些学校把预算负担转移给家长，
另一些则牺牲基础教学成本，保全
体育支出。对此，这些学区负责人的
解释如出一辙：丰富的体育活动能
保证学生出勤率，让他们远离社会
不良场所，避免惹是生非。
同时，一些研究也力图证明体

育有助学业。宾夕法尼亚大学 $%)%

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说，在特定历史

环境下，高中女生积极参与体育比
赛，有助于提升女性大学录取率和
就业率。
一批学者则对“体育促进学习”

观点持保留看法。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的教育学家安德烈亚斯·施莱
歇说：“我们的研究表明，最能吸引
学生的学习环境是兼顾认知挑战和
因材施教两大因素。如果学校提供
糟糕无趣的数学课，试图用有趣的
体育运动来弥补，结果就是学生或
许会爱上体育，但他们是否会因此
爱学习，值得怀疑。”
支持“普里蒙特模式”的教育家

指出，美国校园文化对体育的推崇
始于 $%世纪初精英男校，目的是培
养学生积极健康的男性气质和生活
方式，避免他们光顾赌馆或妓院。但
如今，在美国高中毕业率落后于其
他 $%多个国家的背景下，美国中学
教育依然重体育轻学业，不仅不合
时宜，还可能影响国家发展大计。

在辛格尔顿看来，面对全球教
育业现状和新的社会需求，美国的
中学须重新审视和衡量体育的重
要性。“普里蒙特模式”证明美国学
校能够适应变革，理应在体育与学
业之间摸索出一条平衡发展之道。
今春，他允许棒球、田径和网球运
动重返普里蒙特高中校园，其他体
育项目仍未开禁。夏季，以内森为
代表的一批高三毕业生成功考上
大学。秋季，排球和篮球也获批重
返校园。 张代蕾

财务受困成绩不佳体育项目奢靡
督学官员大胆尝试全力保证主课

美一学区暂停高中体育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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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校! 校长贝弗利"丹尼尔"

塔特姆留意到# 去年入学的

!"#名新生中#约半数人肥胖#

不少学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 另一方面#学校每

年为体育项目支出 $%# 万美

元#但%受惠&的学生主要是校

篮球队队员# 仅占全校学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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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校董事会和教职员

工同意后#塔特姆去年宣布#将

从 (%$"年春季学期开始#取消

篮球队的校际比赛# 将 $%%万

美元预算用于一项全校范围的

健身计划#开设游泳$体操$健

身尊巴舞等多种体育课程#鼓

励全校学生参与!

%相比昂贵的精英体育#日

常健身给学生带来的益处显然

更多! &塔特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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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段开始 #

美国学生花在

体育运动上的

时间就是韩国

同龄人的两倍

以上! 在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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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更多选

择校外而不是

校内运动 #多

数学校也不像

美国学校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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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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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推动下#

美国中学特别

舍得为体育项

目花钱! '教育

经济学( 一书

的作者玛格丽

特"罗萨曾对美国西北部一所

公立高中的财务状况做过分

析#发现这所学校在数学教育

方面为每个学生支出 "() 美

元#而在校队拉拉队长身上的

支出却达 $"&)美元! %这还不

是一所强调拉拉队文化的学

校#& 罗萨在书中写道#%事实

上#这个学区自称过去 "年的

首要)战略目标*是数学! &

在美国中学生热衷的所

有运动项目中# 橄榄球是最

%烧钱&的!许多学校为自己的

橄榄球队高薪聘请多名专业

教练+ 耗资 !%万美元修建一

座露天比赛看台+为球场铺人

工草皮也要大约 !% 万美元#

每年还须投入超过 ( 万美元

用于维护!此外#更新头盔$租

车送队员到外校参赛等#也会

产生非常可观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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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体育不可取
日常健身更重要

! 普里蒙特独立学区学校实验室设备落后
! 挑战高中体育高投入传统的辛格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