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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兴中学

引进来、走出去
打造“文武双全”人才

海南省国兴中学计划今年秋季高一自主招生共54

人，其中体育特长生计划招收20人（田径10人、篮球5

人、足球5人）。

以田径、篮球、足球三大项目为突破口，海南省国兴

中学不断通过科学训练体系与优质资源整合，探索体教

融合新路径。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学生实现竞技体育与学业发

展的双赢。”海南省国兴中学副校长兼纪委书记杜震表

示。

田径方面，特长生的培养以“基础体能测试+运动潜

能评估”为起点，为每名学生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短

跑、跳跃、投掷等专项训练采用“早晚分段模式”——晨

练技术、课后强化体能，由教练量身定制学习计划，每周

开设3次专项课、2次综合体能课。

该校与海南省队训练基地建立“双基地共育”机制，

引入国家级退役运动员驻校指导，并邀请高校专业教练

开展集训，构建“省队—高校—中学”三级培养体系。

同时，定期组织田径类特长生参加省级竞赛，优秀

队员可获得国家运动员等级认证。通过系统培养，助力

学生通过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队等渠道升入理想高

校，实现竞技体育与学业发展双赢。

篮球方面，该校以体教融合为目标，依托标准化场

馆和专业教练团队，构建了“基础技能+战术配合+个性

化提升”三级训练体系。通过基础技能、战术配合及个

性化训练，提升学生篮球竞技水平；依托专业教练团队、

标准化训练场馆及完善的竞赛体系，保障训练质量。

“特长生的训练时间与文化课严格错峰，保障他们

学业不掉队。”杜震介绍，学校积极组织特长生参与篮球

赛事，并为其提供升学规划服务，与多所高校建立人才

输送通道。

足球方面，特长生的培养注重竞技能力与学业发展

的平衡。专业教练团队通过科学选材（技术、体能、战术

意识等）组建梯队，实施系统性训练。

足球类特长生每周有5天进行专项训练，内容涵盖

技术、战术、心理建设、体能强化等，并结合周末对抗赛

提升实战能力。

与此同时，文化课教师全程跟进特长生的文化课程

教学，保障学生“训练与学业双优”。学校还会定期开展

体能测试和运动损伤预防。通过参加市级以上赛事积累

经验，为高校输送具有足球专项技能和较高文化素养的

优秀人才，同时为国家足球事业的发展储备后备力量。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培养运动员，更是塑造有文化

素养的足球人才。”杜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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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特长生
该如何规划？
海南多校探索体教融合新路径

近日，海南多所学校陆续
公示2025年秋季高一自主招
生拟录取名单。近年来，随着
新高考改革的深化和“五育并
举”教育理念的推进，体育类特
长生的培养成为教育领域的热
点话题之一。

体育类特长生如何平衡文
化学习与专业训练？如何通过
体教融合助力学生多元发展？
海南省多所中学通过创新实
践，不断探索一条特色鲜明的
路径。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海口市第一中学

聚焦篮球、武术等优势项目
首招羽毛球类特长生

2025年秋季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自主招

生计划招收130人。其中体育类计划招收28人。

为响应国家“全面发展体育运动”的号召，今

年该校结合传统优势与培养成果，对体育类特长

生招生项目进行战略性调整。

“与往年不同，今年我们首次招收羽毛球类特

长生，并缩减弱势项目，扩招优势项目，比如武术

今年就扩招到了4人。”海口市第一中学体卫艺处

负责人杨文刚介绍，同时，适度降低篮球、武术等

优势项目的文化分数线。

作为海南省传统体育强校，海口市第一中学在

武术、女篮等项目的特长生培养中，始终贯彻“因材

施教”理念，构建“文化优先、专项突破”育人模式。

海口市第一中学武术队教练张洪介绍，学校主

要根据学生特点分层培养，因材施教。以武术为

例，文化成绩优异者走“武术体考普招”，运动水平

突出者则主攻“武术单招”。对于身体条件特殊的

学生，如爆发力不足但节奏感好的苗子，教练会量

身定制训练方案。“我们严格利用课余时间训练，绝

不占用学生正常上课时间。比赛前的加练也仅安

排在晚修时段，文化成绩始终是底线。”张洪说。

该校还与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

传统专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将高水平学生输送

到高校强化训练，同时引入优秀实习生辅助校内

训练。中学与高校的联动模式，既提升了学生的

竞技水平，又保障了文化课学习的连贯性。

女篮队伍的训练同样注重效率。海口一中女

篮教练籍翠红介绍，篮球类特长生日常训练与学

习同步，周一到周五下午自习课时间训练2-3小

时，利用周末和各种节假日（尤其寒暑假）进行每

天4-5个小时的强化训练。

同时，通过“以赛代练”模式提升实战能力。

教练团队尤其注重“自主培养”，主要从身体素质、

技战术意识、专项体能等多维度展开和加强篮球

人才的培养，通过比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

特长生技战术水平。

“女篮选材不易，我们必须主动发掘潜力生，

通过试训评估其可塑性。”籍翠红表示，目前，该校

女篮队员已形成“篮球优势身材+基本功扎实+高

球商”的选拔标准。

近几年，女篮特长生升学以体育单招和普招高

考体育为主，多名学生通过高水平运动队渠道升入

名校。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综合素质+心理赋能
破解特长生升学焦虑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公

布2025年秋季高一自主招生拟录取学生

名单，体育类（田径）共两名学生入选。

近年来，该校以新高考改革为契机，

将综合素质评价与心理辅导融入特长生

培养，探索出一条“专业能力+核心素养”

并重的发展路径。

在招生环节，体育类特长生需通过

“专业展示+技能测试+面试”综合评估，

重点考察身体条件、技能基础和抗压能

力。“我们不仅要选‘苗子’，更要选‘能坚

持的苗子’。”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为体育类特长生提供了“晨训+课后训”的

弹性训练模式，每周训练时间科学分配，

确保学习与专业发展平衡。

针对特长生常见的竞赛焦虑、时间管

理难题，学校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开设了

“目标设定与压力转化”“专注力训练”等

专题课程，实现专业精进与学业发展的动

态平衡。

“心理老师教我用呼吸法缓解赛前紧

张，现在即使面对关键比赛，我也能保持

冷静。”该校一名体育类特长生分享了自

己的感受。

在新高考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海口

附属学校将特长生的专业成果纳入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体育竞赛获奖、艺术展演

等可直接提升“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评

价等级，而长期训练经历则成为“身心健

康”维度的有力证明。

学校还尤其注重帮助特长生将专业

特长转化为学科竞争力。例如，指导信息

学特长生将编程能力应用于数学建模，在

高考数学中取得优势；帮助体育特长生将

训练中培养的毅力品质转化为学习动

力。这种跨领域的素养迁移，使得特长生

在新高考中能够全面展现综合素质优势。

海南多校的实践表明，体教融合不仅

是政策要求，更是育人本质的回归。通过

资源整合、个性化培养和升学保障，体育

类特长生得以在专业与文化之间找到平

衡，真正实现“以体育人、全面发展”。

海口市第
一中学武术类
特长生正在进
行比赛。（受访
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