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的“幸运儿”

“上大学后肯定还得接着踢，前

面两年多时间真是踢够了……”说起

踢球这件事，小伙子的语气中有一份

骄傲，也有一份无奈。

从7月末收到长春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后，陈家豪彻底放松下来，先和朋友去重庆
旅游了一趟；回青岛后，他决定体验生活，到
地铁公司实践工作了几周，“主要是检票，或
是在进出站口维持一下站内秩序”；甚至，他
偶尔还会约上三五好友去打打篮球……
在陈家豪假期所有的计划安排中，唯独

没有“足球”这一项。
通过足球特长考大学，是陈家豪在高二

时做出的抉择。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四五年
的时间没有动过足球了。“小学的时候在校
队踢球，上了初中之后就没时间踢了。到了
高中，觉得自己学习成绩很一般，单凭文化
课成绩很难考到心仪的学校。其实，自己也
有点艺术特长，但综合多方面考虑，还是决
定重走足球这条路。”
如今再说起当初所做的重要决定，陈家
豪还是一脸轻松。可这样的决定，在
陈家豪妈妈王丽眼中，在当时是个
很难接受的变化，“我和他爸都不是
搞体育的，虽然家豪从小身体素质挺
好，能跑能跳的，但考虑到孩子好多年
没踢球了，高中文化课任务本来就很繁
重，重新练球肯定要占据很大一部分精
力，就怕他到最后两头都落下。”
不过考虑再三，王丽和丈夫还是决定尊

重孩子的意愿。
从高二开始，陈家豪始终保持着平日里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节假日一天两练的节
奏，无论是刮风下雨、顶风冒雪，几乎没有一
天休息过。王丽在那段时间生怕孩子身体吃
不消，尽可能地给儿子生活上更多关心，“其
实，除了嘘寒问暖，再就是饮食上多照顾他，
其他的也真帮不了什么。看着孩子整天起早
贪黑，除了学习还得踢球，感觉那段时间特
别辛苦，也挺心疼他的。”
妈妈口中的“辛苦”，或许陈家豪早已不

放在心上，甚至让他回忆一两件踢球时印象
深刻的事，他思索半天后，也只能以一句“不
太记得”来应对。但一次伤病的经历，却让他
刻骨铭心———
“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训练把脚崴
了，特别严重，疼得下不了地，按照通知的日
期，足球全国体育单招统考就在5月进行，
当时以我的情况，肯定是考不了了……”
幸运的是，就在陈家豪受伤不久，因为

疫情防控等原因，足球统考的时间推迟到了
6月中下旬，也就是高考之后。“感觉这孩子
太幸运了，真的感觉有些事就是冥冥之中的
安排，孩子的努力付出最终没有白费。”回忆
起那段时光，王丽依旧会有些激动。

难以逾越的关卡

笔试前的紧张情绪可以随着时

间慢慢化解，足球特长生考前的紧张

情绪，却很可能在几分钟时间里让他

们一年甚至几年的备战毁于一旦。

高考是人生的转折点，既是十二年寒窗
苦读的一次检阅，也是开启未来漫漫人生路
的重要一站。面对这样重要的人生节点，没
有人考前不紧张。
2022年的足球全国体育单招考试，取

消了以往可以高校联考或是高校自主考试
的规定，改为全国统考，时间为6月11日至
24日。男足项目的测试地点定在了沈阳体
育学院。
陈家豪是和20多名俱乐部队友一起赶

往沈阳的。母亲王丽本打算跟着一起去，可
因为防疫政策，加上小伙伴们一起出行，教
练在临行前给家长们吃了“定心丸”，让她大
着胆子放开了儿子的手。
今年的足球单招统考内容相对简单明

了，共分为4项，分别是28米吊准、带球绕
杆、折返跑与分组实战。其中，前3项每项满
分为20分，分组实战的满分为40分。
让考生们普遍头疼的是第一项——— 28

米吊准。这个项目要求队员原地发力踢球，
将足球送到28米外一个画定的小区域内。
考试时一共给6次机会，允许出现1次失误。
如果5次都将球送进规定区域，就能够拿到
20分的满分，失误1次扣4分。
在两年多的备战训练中，陈家豪和队友

们练习最多的项目就是“吊准”。他们的教练
吕赛曾在青岛二中担任足球队教练，在指导
这个项目时曾说过：“‘吊准’其实没啥捷径
和窍门，就是得反复练，特别枯燥，一直练到
让肌肉形成记忆，考试的时候才有可能踢出
好成绩。”
可就算形成了肌肉记忆，考前的紧张情

绪也会让考试成绩出现很大波动。“大伙就
是担心比赛当天的场地条件、天气情况，如
果碰上刮风下雨天，那可就麻烦了。”陈家豪
回忆起刚到沈阳的头天晚上，好多队友紧张
到失眠。
果然，第二天的考试过程中，“吊准”还

是成了很多考生的噩梦。“难就难在受心理
波动影响太大，有一个球吊不准，后面很可
能接连失误，太多考生在这个项目上拿了零
分。”吕赛回忆起考试当天的场景，不住地摇
着头。
任何一项测试出现比较大的失误，都可

能意味着一年的备战训练打了水漂。所以，
在足球单招的考场上经常能碰到“二番战”
甚至“三番战”的选手，考的次数多虽然意味
着经验丰富，但也意味着他们背负了更大压
力，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更大。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心理问题是足球单

招考试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为此，教练
们平日里没少想办法，除了训练中模拟考试
场景给队员增加测试外，甚至会给队员们请
来心理医生，辅导他们赛前该如何应对、调
整紧张情绪。
陈家豪平日里是那种“神经大条”的人，

用母亲王丽的话说，“做事有点懒散，啥事不
太往心里装，没心没肺的。”可这样的性格，
在考试时反而成了他取胜的“法宝”。
在“吊准”项目上，陈家豪只失误了一

次，带球绕杆基本达到了满分。折返跑和实
战的成绩也都不错。“我的足球考试总成绩
是87 . 5分，这个分数和我平时训练测试的
成绩基本一致，甚至还稍微高出一点，可以
说是把我的训练水平全部发挥出来了。”
陈家豪的俱乐部队友戴天宇，更是在这

次全国统考中拿下了96 .3分的超高分，这个
成绩也是所有报考北大足球生里的第一名。

（下转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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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秋风劲，人间九月开学季。两个月前，青岛小伙戴天宇以
足球成绩第一名、高考成绩接近500分考进北京大学法学院，轰动一
时。和戴天宇相比，通过足球单招考入长春师范大学的陈家豪会稍显
“普通”。但在家人和他自己看来，这一高考结果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靠踢足球上大学，真的是一条通往象牙塔的捷径吗？

在两年多的备战训练中，陈家豪和队友
们练习最多的项目就是“28米吊准”。

虽然跟哥哥相差十几岁，但丝毫不影响4岁的小妹成为陈家豪的忠实
“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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