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探讨７卷 4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299    

高中田径特长生自主招生实施现状与优化路径研究

——以深圳实验学校高中园为例

李康其 1　刘梓贤 2　陈仙仪 1

1. 深圳实验学校明理高中　广东深圳　518118

2. 深圳实验学校崇文高中　广东深圳　518118

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发现深实高中园田径自主招生教练团队师资雄厚，硬件保障基础好，田径自主招生

方案能推进迅速，2024 年第一年体育自主招生就形成了升学渠道多元的自主招生入学体系，田径高水平自主招生的体系不

断改革和完善，但学校还存在一些问题：体育教师自主权有待提高、田径特长生招进来后如何确保有好的升学率等问题？

在 2025 年国家体育总局修订了《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田径项目短跑标准提高，达运动员等级难度大的背景下，高中田

径特长生自主招生有哪些优化路径？本文梳理深实高中园田径特长生自主招生的现状，揭示在体教融合、《运动员技术等

级标准》改革的背景下如何优化田径高水平队伍的培养方案。

关键词：自主招生；田径特长生 

自 2025 年国家体育总局修订了《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开始，深实高中园就开始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

整，深实高中园田径自主招生方案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对深

实高中园进行个案研究，以便于我们更好推进高中学校在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培养和优化田

径高水平运动队的培养方案。

1 深实高中园田径特长生自主招生实施现状

1.1 自主招生模式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体育特长生招生政

策”。扩大学校自主招生权是贯穿于高考综合改革的始终，

是破解“唯分数”“一考定终身”等弊端的重要探索，2020

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

要求“规范体育特长生招生程序”。在此背景下，深实验高

中园形成了以“运动专项测试 + 综合素质 + 中考文化成绩

考核”自主招生模式。

1.2 自主招生考试方法及标准

1.2.1 报考专项

报考项目只有短跑，考生课结合自身情况任选 100 米、

200 米、400 米其中一个项目考试；专项考试的项目顺序为

400 米、200 米、100 米。

1.2.2 专项测试得分计算方法

专项测试得分由专项测试得分和专项技术得分组成；

其中专项测试成绩得分占 60%；专项技术等分占 40%。综

合素质考试内容为立定跳远，每人连续三次试跳，取最好成

绩为最终成绩。

1.2.3 考试总成绩计算方法

（专项测试成绩分 ×60% + 专项技术分 ×40%）×80% 

+ 综合素质分 × 20%

表 1  男子专项测试得分表

分值 100 米 200 米 400 米

100 11.30 22.70 51.20

98 11.35 22.80 51.50

96 11.40 22.90 51.80

94 11.45 23.00 52.20

92 11.50 23. 10 52.60

90 11.55 23.20 53.00

88 11.60 23.30 53.50

86 11.65 23.45 54.00

84 11.70 23.60 54.50

82 11.80 23.75 55.00

80 11.90 23.90 55.50

75 12.10 24.20 56.00

70 12.30 24.30 56.50

65 12.50 24.70 57.00

60 12.70 25.00 57.50

55 12.90 25.30 58.00

50 13.10 25.60 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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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综合素质测试立定三级跳评价标准

立定跳远

分值 男 女

100 2.75 2.27

90 2.65 2.17

80 2.55 2.07

70 2.45 1.97

60 2.35 1.87

50 2.25 1.77

1.2.4 专项技术评分表

评价指标包括：技术动作规范性，占 28 分；身体韧性性、

协调性、灵敏性占 28 分；身体综合条件 22 分；专项发展潜

力 22 分。

1.2.5 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情况

深实高中园田径高水平共录取了 8 名学生，学生中考

文化分数均分 420 分，录取的项目集中在 100 米，专项测试

的结果的水平均在国家三级运动员的水平。

2. 深实高中园田径特长生自主招生方案的优势

2.1 选拨机制全面性

学校结合教练师资情况和硬件条件定制田径特长生招

生方案，考核的内容综合性强，考核内容参考了广东体育术

科考试的内容，选拨机制包括了高水平运动队的专项，也包

括了体育术科考试的内容，选拨机制突出精准性与公平性。

不仅考核运动成绩，还评估专项技术动作和评估发展潜力，

避免了唯成绩论。

2.2 整合资源，打造闭环支持

针对不同的运动项目设计差异化的门槛标准，体现专

业性，对于特殊天赋的学生，测试前学生开放提供试训机会。

2.3 升学优势

在田径特长生自主招生方案的测试内容可以看出与普

通体育术科考试内容高度契合，这说名已录取的学生中具备

考体育术科考试的能力，未来学生未能达到体育高水平的标

准就可以在高二第二学期加入体育术科的训练，转型备考体

育术科统考考试，增加体育特长生的升学概率。

3. 自主招生存在的不足

3.1 招生宣传与渠道局限

招生信息仅通过学校公众号发布，未利用新媒体、体育

赛事等渠道扩大宣传。目前深实高田径特长生的水平不高，

生源一般，主要原因是招生的宣传不到位，有学生不知道这

个招生渠道，其次是好的生源选择更好的学校平台，缺少竞

争力，培养资源不足。

3.2 升学与职业路径不明确

家长担忧学生未来的发展，若学校没有明确的升学途

径或者质职业支持，家长很容易因为这些不稳定因素而放弃

报考。

4. 田径特长生自主招生优化路径

4.1 升建立学与职业双轨通道，寻找跨区域建立合作伙伴

学校可以与基层体校、初中学校、俱乐部建设联合选

拨机制，打破地域区域，扩大生源覆盖面。其次，可以与重

点初中签订协议，明确体育特长生降分录取或保送的条件。

4.2 强化资源保障，提升培养吸引力 

争取政府或企业赞助，建设专业级训练场地，配备运

动康复室、高速摄像分析系统等科技设备。其次可以优化教

练团队，高薪聘请退役运动员或高校体育专家，定期组织教

练参加国际培训，引入 AI 动作分析、体能数据监控等科学

训练手段。  

4.3 成果定期量化宣传

定期公布体育特长生升学率（如 90% 进入本科院校）、

职业发展案例（如校友成为省队运动员），改变社会偏见。  

4.4 精准宣传与政策激励 

多渠道推广，通过短视频平台、青少年体育赛事、社

区活动宣传招生政策，重点面向家长群体传递“体育 + 教育”

双赢理念。 其次设立专项奖学金，覆盖训练装备、参赛费用；

对家庭困难学生减免学费，降低入学门槛。  

4.5 构建生源数据库

建设从小学阶段跟踪体育苗子，提前介入培养（如举

办周末训练营），建立长期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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