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4月11日
编辑、组版/赵丽萍 美编/宫照阳A12 本地·城事

满手老茧，体育考生多是农村娃
每月伙食费300，一周只开一次小灶

10日，我省2012年普通高考体育专业

测试继续在山师进行。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由于练体育比较辛苦，考生多数都是

农村娃，一些考生每月的营养费只有300

元，一周开次小灶都很难。

□本报记者 吉祥 实习生 杨志宏

■花钱少，通过率高 练体育的多是农村娃

10日中午12点，枣庄五中考生张
涛抵达山师，和他一起来的有40多位
同学。“我们学校有将近50个体育生，
绝大多数都是练的乒乓球。”张涛说，
自己练乒乓球完全是半路出家，此前
并无多少基础，主要原因是文化课成
绩一般，想走体育这条捷径考个本科
院校。“练体育省钱，但很苦，我们多数
来自农村，住在市里的只有几个。”张
涛说完伸出满是老茧的手给记者看，
这都是他长期训练的结果，右手无名
指上有一块皮已经被磨破。

“学校有1个体育班，主要是农村的
学生。”来自历城四中的考生田明松已
经完成测试，专项800米和素质测试的
三级跳远、100米成绩都不错，唯独投掷
一项发挥不好，“小时候家里没钱，吃得
不好，力量不行。”田明松文化成绩一
般，练体育只有一学期的时间，他最大
的感触就是练体育累。“学校有4个美术
班，但学美术花钱多，要经常出去考试，
练体育省钱。”田明松解释说。

根据省招考院公布的消息，我省
共有14139名考生报名参加体育专业

测试。测试考务负责人山东省体育学
院副院长葛书林说，过半考生来自农
村，“练体育很辛苦，农村孩子相对更
能吃苦些。”潍坊一位带队参加测试的
高中老师也表示，体育生的本科通过
率相对较高，这也是其吸引力所在。据
了解，根据省招考院专家的估计，参加
体育专业测试的考生数会比报名数少
一些，预计总数在11000到12000之间，
而我省本科高校体育专业的招生规模
多年来维持在4000多人，通过率相对
较高。

■伙食费一月只有300元 一周只能开一次小灶

田明松说，练体育不需要像艺
考生那样到处赶考，其每月的主要
开支是吃饭。“平时周末也练，临考
试前的最后一个月，每天都从早上8
点练到下午，消耗大，吃得多，老师
也经常让我们多吃肉。”田明松告诉

记者，食堂的饭菜不合胃口，家里每
月就给他四五百元的伙食费来开小
灶。“差不多一星期出去吃一回，买
半斤牛肉就当是补补了。”田明松
说。

来自历城五中的考生谢莎莎每

月的伙食费只有 3 0 0元，由于钱不
多，练足球的她即使平时运动量再
大，也不敢出去乱开小灶。“以前300
块钱每月还能存100，现在都不够吃
的。”谢莎莎说，练足球已经跑坏了3
双鞋子，“光问家里要钱不好意思。”

■担心体育就业面窄 不少人想报考别的专业

练足球的谢莎莎并不关心女足或
是其他各大联赛，在她的心目中甚至没
有一位来自足球领域的偶像。“过去从
来没踢过，就因为文化成绩不好，老师
说练足球好通过就学了。”谢莎莎说，老
师的话在测试时得到了验证。谢莎莎是
体育专业测试的第一批考生，和她一起
测试的女足考生总共才13人。“我这组7
个人，除了我，其余6个人练的是守门

员。”谢莎莎说，测试中有一项内容是分
组打对抗赛，“大家都是跟着球乱跑，球
在哪人在哪，看上去就跟打架一样。”

谢莎莎的目标是山东体育学院，
但她想学的不是足球专业，而是会计。
她解释说，练足球就业难，“除了当老师
几乎没有别的出路。”来自潍坊四中的
考生范荣晖练的是乒乓球，他的兴趣
也不在体育，而是计算机，练体育只是

为了给高考加个保险。
体育测试结束之后，紧随而来的

就是高考，最让这些练体育的学生担
心的是文化课。“平时训练太累，到了
教室就很困。”谢莎莎说，体育分过本
科线容易，但文化成绩让她有点担
心，“前段时间和父母商量等结束后
找个老师补补文化课，但爸妈不同
意，考到哪就是哪吧。”

张张涛涛手手上上满满是是老老茧茧。。

中中午午无无处处可可去去，，谢谢莎莎莎莎和和同同学学坐坐在在山山师师台台阶阶上上
休休息息。。 吉吉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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