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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校学生体育单招语文教学的现状及思考

梅　悦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上海虹口　200080

摘　要：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有体育训练的要求，也需要满足文化课教育的目标。但在长期的

教育教学活动中，“训”“学”的矛盾一直存在。随着近年来体育单招考试方式法发生变革，单招考生文化教育逐渐受到

重视。本文以我校学生的语文教学实际为本，旨在釐清体校学生的语文教学现状以及今后在教学过程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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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他们不同于普通的高中学生，

他们身上肩负着两重任务，每天上午是雷打不动的五节文化

课，下午是烈日炎炎下的专项训练，毕业班的学生，更是要

在中午挤出时间来加课，确实会比普通的高中面临更多的压

力。而语文学科，作为一门工具学科，在单招考试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单独统一考试中，语文学科的难度相较于秋考

来说，难度较小，且以客观题为主（除 60 分外均为单选题），

偏重基础，因此，考生应以 120 分（总分 150 分）为考试目

标，不应有畏难情绪。但现实情况是，以我校为例，今年参

加体育体育单招考试的学生有 30 人，语文均分为 105 分，

虽较去年提高了 7 分，但仍在基础部分失分较严重。主要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学生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我接触到的体校学生，他们大都比较活跃，精力也比较

旺盛，在高三以前，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普高的教材是一致的，

也要参加区里的统考。其实这些都是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学生

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但孩子们大多比较“认死理”，认为

我以后是要参加单招的，普高的教材太难了，学了也没有太

大的用处，那些艰深拗口的文言文，无疑都是“天书”……

以至于有些孩子会出现作业拖拉、上课提不起精神的状况。

但其实，这些想法都太片面了。

我们都知道，语文学科是一门工具学科，是学好其他

学科的基础，它和任何一门功课都没有办法完全分割开来，

更何况是高考语文和单招语文呢！如果孩子们在高一高二

能认真领会每一篇文言文的考查重难点，认真诵读文言重点

300 字词，那么单招考试的文言文绝对是手到擒来；如果能

在打基础的是时候认真学习基础知识，单招考试的基础分也

绝对不会丢太多。然而这种不重视的态度，最终也会在体育

单招的考试分数中还以颜色。

2 学生基础相对较薄弱

体校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他们一般上午要完

成文化课的学习，下午要进行体育专项训练，下午再进班晚

自修，完成课后作业。客观情况确实也不允许他们花费百分

百的心力在学习上，但他们中的佼佼者依旧能够在区统考时

达到区里中上的水平。由此可见，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他们在初中阶段就受到网课的

影响并没有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到了高中，语文学科难度

徒增，也打击了他们的信心。长此以往，就形成了孩子们基

础不扎实的现状。

3 学生学习习惯较差

在教学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的领悟：我第一天讲的

知识，第二天默写 80% 的学生能掌握，到第三周单元复习

的时候 60% 的学生能掌握，结果到第二个月做单招模拟卷

的时候，明明是当初再三复现的知识，得分者却寥寥无几，

况且这道题还是一道基础题。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知识

需要隔三岔五反复呈现才能保证他们不遗忘。但是这样的知

识点太多了，教学者根本不可能做到所有知识点毫无遗漏地

反复呈现加深记忆，只能是题目中有这个知识点出现的时候

再次提炼只是重点加深记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还是他们学习习惯不好

所致。他们没有办法将老师上课所讲的知识点在课后自己总

结归纳后化为自己的知识点。

以上因素，成为体校学生在单招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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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使得他们在考试中出现字词辨析不清、语法概念不清、

病句频出等错误。

基于以上体育单招的学生现状，在教学过程中，我有

以下几点浅显的思考：

3.1 体育单招考试的规则改变

近年来，体育单招语文试卷题型变化多样，难度有所

上升，加之各高校近年来对体育单招的要求日益增高，分

数线也日益走高，因此，单招考生需要对文化课考试付之

以 120% 的努力。另外，语文考试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且是

体育单招考试的第一门，是考生稳心态、提士气的关键。以

2025 年我校体育单招考试成绩为例，语文均分为 105 分，

四门均分为 350，语文学科均分占比 30%，可见语文学科在

体育单招中占有不可置疑的一席之地，也说明语文得考好是

体育单招取得胜利的关键。

因此，在平时的复习教学中 :

（1） 明确目标，狠抓基础

通过一轮的体育单招教学，我深刻认识到，狠抓基础

对于体校学生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虽然我已经尽量将基础

知识反复呈现，以期降低他们的遗忘速度。但可能还不够，

需要将基础知识，也就是考纲要求的“识记”层面，分模块

分知识点进行默写诵读，精确到天，迫使学生强化记忆。对

于考纲要求的“表达应用”层面，精确到知识点，用“每天

一题”的形式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2） 融入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兴趣

体校的学生，精力旺盛，比较活跃，面对这样一个群体，

如果上课一直用同一种教学手段，带着学习课本知识，不用

说一个学期，一年，一个礼拜学生就对这门课程，这个老师

失去了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喜欢尝试不同的教学

手段，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检查翻译的时候，我更

乐意将权力交给学生，如果这个学生翻译对了，那么他有权利

选择下一位接受翻译检验的学生，反之，就要接受再翻一句的

惩罚；在现代文教学中，我融入了 Deepseek，一些比较艰深

难懂的空间说明文，或者人物情节复杂的小说，我会运用现

代教学工具让他们生成一幅图片或者一个视频，让学生模糊

的认识具象化。诸如此类的方式，会让学生在学会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提高了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不再觉得晦涩难懂。

（3）因材施教，润物无声

因材施教，是作为教师的一门基本功，如果做不到，

那么再好的老师，也带不出优秀的学生，这一点，在体育单

招的作文教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体育单招作文，近年来题型变化多端。因为体校的学

生本来基础就比较薄弱，虽然单招作文没有明确的体裁限

制，但是如果记叙文、议论文都在课堂进行灌输，导致的结

果就是学生都将作文写成了“四不像”，因此在 2023 年以

前，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让学生在单招考试中，

都写记叙文。但 2024 年，单招作文题目是《领跑与跟跑》，

这个题目不是说记叙文不能写，而是议论文更出彩。因此，

在今年的备考过程中，我将记叙文、议论文两种文体自己总

结归纳了一套写作公式，强迫学生记忆，虽然生硬，不适应

普高的教学，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当下以生为本的教学宗旨，

但对体校的学生来说，却恰恰是最有效的。

3.2 学生学习状态的改变

（1）学校层面的重视

在体校，“训”“学”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且“学”

显然是要为“训”让道的，但随着近年来体育单招趋势的变

化，这种矛盾可能需要因时因事地发生改变。学校需要结合

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学习、训练计划；适时为相关教师提供教

学研究的途径；指定符合我校学生实际情况的单招校本学

材……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适合体校学生的教学方

法来。

（2）学生意识的调整 

作为学生本身，也该一改之前的学习习惯，从内心深

处认识到体育单招绝非捷径，如果想要单招成功，必须为之

付出相应努力，投入 120% 的努力和精力。成功绝非偶然，

但不努力，失败是必然。

以上是我在体育单招教学过程中，几点粗浅的思考。

我想，我们的教学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体校学生，只有在教

学过程中，因材施教，运用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才能让他们认同这一门学科，才能让我们的教学取得想要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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