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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体育单招
会有哪些特点和变化？

《2025年普通高
等学校运动训练、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招生管理办法》已
正式公布，2025年的
运动训练、武术与民
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
（以下简称体育单招）
工作陆续展开。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这
项涉及数万名考生的
考试将有一些新的特
点和变化。

体育单招院校数量创新高1
据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提供的数

据，2025年参与体育单招招生的院校总
共有 168 所，比 2024 年增加 24 所。其
中，运动训练专业招生院校有155所，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院校有 60
所，部分院校同时招收两个专业。

在2024年参加体育单招的院校中，
有3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而2025年又
有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山

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等985、211高校
加入进来。

2021年，《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
见》发布。新政之下，报考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的运动技术等级和文化成绩门槛均
有较大提升，越来越多原来参与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的院校转到了体育单招

的阵营中。目前，参与高水平运动队招
生的院校已从高峰时的280多所降至不
到80所，预计2026年体育单招院校的数
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根 据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科 教 司 的 统
计 ，2024 年 体 育 单 招 报 名 考 生 共
63526 人，录取 19659 人。在 2025 年，
随着招生院校的增加，录取人数也会
有所增长。

文化成绩水涨船高2
体育单招考试的内容分为体育专项

考试和文化考试两个部分，其中文化考
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英语，每门
满分为 150 分，文化成绩的录取控制线
不低于180分。

某体育单招考试培训机构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 2024 年体育单招考试中，文
化成绩呈现显著的提升趋势。与 2023
年相比，500 分以上的考生人数大幅增

加。过去，文化成绩的“天花板”大概在
480分上下，但现在500分以上的成绩已
经不足为奇。据柏木体育统计，2024年
大多数被录取考生的文化成绩在280分
至350分之间。

“双一流”大学录取考生的文化成绩
门槛比平均值更高。以华中科技大学为
例，在该校2024年运动训练专业录取的
58名考生中，有超过一半的考生单招考

试文化成绩在 400 分以上，而中国矿业
大学 2024 年运动训练专业录取考生的
单招考试文化成绩平均分接近380分。

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翟丰说，
以前考生只要运动专项水平高、文化成绩
过关，就能通过体育单招考上不错的学校，
现在文化成绩也不能拉后腿。在他看来，
文化成绩的普遍提升对于学生运动员有正
向激励作用，有利于促进“体学双优”。

录取率或逐步回升3
最新修订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已由国家体育总局公
布，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标
准》施行之后，获得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运
动等级称号的难度增加，而拥有二级运
动员等级证书是参加体育单招考试的资
格要求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单
招录取率会有所回升吗？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提供的数
据，2017年体育单招的总体录取率为近
60％。最近几年，报名人数的增速超过

了招生数量的增速，因此录取率逐年下
滑，2024年总体录取率在30％出头。由
于每年体育单招的考生有30％左右的复
读率，有的落榜考生会继续考两三年，因
此前几年积累下来的考生“存量”需要一
段时间“消化”。不过，随着体育单招院
校的增多，再加上新开设的足球运动专
业也会吸纳一部分生源，因此体育单招
的总体录取率预计会逐步回升。

翟丰认为，前些年等级证书的审批
管理相对比较宽松，获得二级运动员及

以上等级证书的考生较多，因此近几年
体育单招考试的报名人数增速很快。很
多高校从高水平运动队转到体育单招序
列之后，也有一部分考生把主要目标调
整为体育单招。新的《标准》施行之后，
获得等级证更难了。但是，2025年参加
体育单招考试的考生主要是以前拿到等
级证的考生。因此，预计竞争仍会比较
激烈。大约三四年之后，体育单招的报
考人数才会明显下降，届时总体录取率
会有显著提升。

体育专项考试需认真备考4
据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相关人士介

绍，自2013年体育单招启动全国统考改
革以来，经过11年的推进，在2024年首
次实现所有 66 个体育单招项目专项考
试的全国统测。由于新增设的足球运动
专业的考试也按照体育单招考试的办法
施行，现在体育单招考试的体育专项考
试涉及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高水平运动队和足球运动专业这
几种特殊类型的高考招生。

相关人士表示，统测较好地解决了
考试标准化和公平性的问题。国家体育
总局委托专业评价研究中心进行第三方
监督与评价，专项考试监督覆盖全部74
场考试，同时对科教司体育单招管理工
作、单招数据平台安全管理进行全面监
督评估，确保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提质
增效。体育单招考试还加强了考务规范
管理，研究制定了体育单招体育专项考

试考务基本规范和 66 个项目的技术手
册，共计15万字，使考务组织更加规范，
拥有了实操依据。每年在制定考试办法
的过程中，科教司广泛征求各运动项目
管理中心、高校、普通学校、体校和业内
人士的意见，不断完善考试办法。在体
育专项考试中，均采用脸部识别和虹膜
采集设备进行考生身份验证，有效防止
替考发生。考生分数都是现场公布，每
个考生的考试过程和考官的评分过程都
有录像存档，在出现争议时可以回溯、查
看、追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高校体
育部门负责人认为，足、篮、排等集体球
类项目的体育专项统测还不能完全反映
出考生的球场实战能力，有些测试分数
高的学生实战能力不足，进入高校之后
达不到校队要求。在 2024 年的篮球项
目统测中，还有少数在全国高中联赛中

表现出色的球员因为专项考试得分未能
达到学校分数线而落榜。

科教司相关人士表示，体育单招的
专项考试是合格性而不是选拔性考试，
而且考生人数众多，比如足球项目近几
年考生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因此，在确
保公平性的基础上，考试的科学性的确
需要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招生院校也
应合理设置专项考试的录取分数线。对
于那些刚刚从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转到体
育单招序列的高校而言，有一个了解和
适应的过程。此外，考生们需要注意的
是，体育单招的专项考试和比赛实战的
要求有一定区别，需要高度重视并花适
当时间认真备考，尤其是那些身体条件
和实战能力较为出色但是基本技术有所
欠缺的球员。对于中学教练员而言，也
需要在学生参赛和备考之间找到一个合
适的平衡点。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三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加强“上头电子烟”
违法犯罪打击整治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记者7日
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上头电子烟”违法犯罪打击整
治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深化电子烟涉毒涉
违禁物质打击整治工作，为加强部门协作，
系统解决“上头电子烟”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添加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
新型毒品及替代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在
青少年群体滥用加剧，呈快速蔓延态势，
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身
心健康。意见明确，进一步加强各级禁毒
办、公安机关、烟草专卖部门在打击整治

“上头电子烟”违法犯罪中的职责分工，建
立联络机制，强化部门协作，统筹推进打
击整治工作。一是依法打击非法生产销
售电子烟违法犯罪。二是系统整治电子
烟油中添加毒品及替代物质违法犯罪。
三是严厉打击非法制造依托咪酯等新型
毒品及替代物质违法犯罪。四是及时查
处登记吸食“上头电子烟”行为。五是清
理整治网络“上头电子烟”违法犯罪。

意见指出，各地禁毒办、公安机关、烟
草专卖部门要建立职责清晰、协同联动、
运转高效的打击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打击

“上头电子烟”及新型毒品犯罪能力；加强
宣传引导，广泛利用各类媒体，在青少年
群体中开展“上头电子烟”危害和禁毒法
律法规宣传；充分发挥国家毒品实验室及
分中心技术优势，为打击“上头电子烟”违
法犯罪提供科技支撑。

兰州在职灵活就业人员
医保缴费费率

标准统一为5.4%

截至去年12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32024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国家外汇管
理局 7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024 亿美
元。至此，2024 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全
年维持在3.2万亿美元之上。“我国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
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欧阳海杰）1 月 7 日，记者从兰州市医疗
保障局获悉，为提升医保政策的公平性和
规范性，更好地惠及个体工商户、新业态
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群体，兰州市自
2025年1月1日起，调整优化两项灵活就
业人员医保政策。

将在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兰州市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标准由5.4%、5.75%
两档统一为 5.4%，费率统一后全市所有
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享受职工基本医疗和
生育医疗待遇（不含生育津贴），无需再单
独办理费率变更手续。原按5.4%缴费的
2.7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将增加生育医疗待
遇享受类型，大幅提升其生育积极性；原
按 5.75%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预计全年
人均减轻参保缴费负担268.8元。

将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保待遇享受
等待期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后能够更快更早享受医保报销
待遇；同时与3个月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缓冲过渡期相匹配，方便灵活就业人员流
动和医保待遇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