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考
的
指
挥
棒
正
让
更
多
的
青
少

年
离
开
绿
茵
场

!

专
家
呼
吁
︱
︱︱

让
踢
球
的
学
生
升
名
校

7月5日，一个颇具
特色的“足球夏令营”日
前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
校区开营，观看足球题材
电影、观赏经典足球比赛
录像、高水准的训练……
来自金山区校园足球联
盟 11所中小学的 140
余名小运动员们开始了
一次神奇的“足球之夏”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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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上海 /运动汇
! ! ! !可是，刚一开营，此次活动的
负责人、华东理工大学体育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师施家瑜脸上却有
一丝忧虑，他发现，这批踢球的中
小学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平时
踢球的时间竟然越来越少：小学
生运动员，每天可保证一个半小
时训练，初中生仅一个小时，高中
生一个小时都不到。

业余比赛过于“业余”
柳海光、范志毅、成耀东、李

晓……上海滩历来不缺球星。而
今，国足中少见上海球星的身影，
凸显上海足球后继乏人。为改变
这种局面，去年起，上海成立了校
园足球联盟并举办了首届联赛，
!!"支来自大学、中学、小学的男
女足球队进行了 #$%场比赛。然
而，在专业人士眼中，上海的校园
足球联盟比赛水平不高，业余比
赛显得过于“业余”。

施家瑜说，最近一个月，很多
人都在探讨中国队惨败于泰国队
的原因，当然，群众基础差是根
源，可是，有没有人想得更深一
层，群众基础差的根源又是什么
呢？“是应试教育的现状，特别是
高考的指挥棒正让更多的青少年
离开了绿茵场。”

去年 $月，受上海校园足球联
盟委托，华东理工大学开始与金山
区对接，派出专业教师，指导金山
区中小学的校园足球。可是，走进
中小学，施家瑜和同事们无奈地发
现，家长们问得最多就是一句“我
的孩子踢球，能给高考带来什么好
处？”许多孩子升到初中、特别是升
到高中之后，家长往往会叫停他们

踢球。有家长曾这样说，“宁愿让孩
子多做一道题，也不愿让孩子多踢
一分钟的球。”

踢得好可直升名校
施家瑜感叹，中国足球积弱已

久，不是因为缺钱、缺少优秀教练，
而是因为教育现状以及教育最终
的就业问题制约了足球后备人才
的培养。为此!华东理工大学体育

科学与工程学院正在做一项课题

研究!这项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

教育!呼唤#足球式$自主招生%

何谓“足球式”自主招生？施
家瑜解释道：时下，名牌高中、名
牌大学风行自主招生，而这些自

主招生大同小异，主要是考核学
生的文化课成绩。“足球式”自主
招生考核的主要内容不是文化
课，而是足球。球踢得好的学生，
可以升入名牌高中，进而也能升
入名牌大学。

据了解，在美国，许多高中橄
榄球队、棒球队的优秀选手，往往
都能直接升入一流大学，因为那
些一流大学球队需要这样的优秀
选手，保持自己球队的历史荣誉。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中小学生
热衷于运动，参加专业训练的热
情不低于文化课，久而久之，各项
运动都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多数奥运选手及职业运动员均出

自中学、大学。为此，华东理工大
学的这项课题研究也希望在中国
构建一个体育与教育相衔接的模
式：让一些会踢球的学生能够进
入名校。

施家瑜认为，“足球式”自主
招生将三大热门话题“中国足球”
“高考”“自主招生”联系在一起，
模式其实不仅限于足球，还可以
包括其他很多运动项目，这项改
革，不仅是涉及高考制度，也涉及
运动员培养方式的转变，其结果
只有一个———让更多的人参与体
育，享受体育，同时也在体育训练
中，看到未来和希望。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越来越被中国社会看重的高考
升学模式，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足
球发展的“杀手”，它直接制约甚至
扼杀了包括足球在内的多项体育运
动的群众基础。中国足球持续低迷，
原因众多，而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
问题不在于足球本身，而在于教育。
最近几年，国内高校多位研究足球
的学者发表论文，提出了上述观点。

校园足球日渐衰弱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孙一副教授

在《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足球培养体
系比较研究》论文中明确指出，中国
足球二十多年间，明显落后于日本、
韩国，根源是足球人才培养的侧重点
发生了偏差。日&韩大力发展学校足

球及学校足球联盟!为本国足球人才

的培养创造了巨大的 #蓄水池'(反

观中国!校园足球日渐衰弱!足球人

才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复存在%

孙一认为，当前中国校园足球
及青少年足球举步维艰，原因有三：
其一，体育部门和教育系统之间在

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缺乏合作，没有
实现足球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其
二，升学率几乎已经作为评价学校教
学质量的唯一指标，使得足球运动在
学校的开展得不到整体上的支持；其
三，受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望
子成龙”成为公众的普遍认识，大部
分家长不愿将子女送入成长率仅为
&'(!的足球运动员培养体系中，造成
了足球后备人才的极度缺乏。
总之，高考体系对中国青少年

足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目标是进名牌大学
上海著名的足球传统学校止园

路小学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从前
家长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球星!而

现在! 踢球变成了接受更好教育的

跳板!变成了成才的途径% ”在止园
路小学，近些年足球踢得最好的学
生，往往文化课成绩也很优秀，这些
学生小学、初中毕业以后就被输送
到了一些市重点中学，" 年之后顺
利进入全国名牌大学，但一旦走完
了这个流程，在足球上几乎就没有
什么大的发展了。许多教练为这样
的人才流失感到十分痛惜，但他们
也无法剥夺学生通过另外的途径成
才的权利，对此感到十分无助。
“其实我们不怪家长，有时候我

们将心比心地想想，现在成才的渠
道那么多，家长为什么一定要培养
孩子踢球？再说现在踢球成材的几
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简直跟中彩
票差不多，家长何苦要冒这样的风
险？”一位足球学校的教练说。

那么，能否寻找到一条出路，可
以让高考与足球不再碰撞，喜欢踢球
的孩子也能找到一条升学途径呢？答
案是有的。就在我们的邻国韩国。

足球崛起依赖校园
韩国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就以

校园足球为主的，专门的足球学校并
不多。韩国足协与教育主管部门密切
合作，共同培养足球人才。目前，在韩
国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纵向
教育体系中，每个层次都有相应的足
球联盟，譬如中小学联盟、高中联盟、
大学联盟，而且每个联盟又都有自己
的训练和竞赛体系，这个体系的运行
已经持续了 (&年，由于体系运行规
范，又受到各方关注，因此，到了大学
这一级，其联赛水平就已经很高了，韩

国队不少优秀的国脚，就是直接从大
学被国家队选中的。这样一种体系，使
得业余队与职业队自然衔接，为职业
队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可说，近
!&年，韩国足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这个完整的校园足球体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对学

生足球的支持，还体现在优秀运动
员的升学上。在韩国，学生球员在从
小学升初中、从初中升高中、从高中
升大学时都有这样一条规定：在全
国性比赛中进入前 (名或者前 )名
球队的球员可享有保送权。这一措
施!打消了家长的顾虑!孩子可以在

校园内全身心地投入足球! 今后即

使当不成职业球员! 也有机会获得

优质教育资源%

从世界各国的足球发展历程来
看，发展足球绝非足协一家的事。在
当下的中国，尤其需要足协与教育
部门共同推出政策。给喜欢足球的
孩子多一点升学出路，或许是中国
足球走出阴影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校园
———教育与体育部门联手大有可为

! 学生们踢球一板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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