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行千里母担忧，大学新生报到牵动着父母的心，不少新生入学，家中老小齐上阵。 不过，像这位父亲送女儿
入学的倒也十分罕见：驱车 108 天，行程 3 万公里，穿越了 26 个国家，江苏人黄海涛开车把刚成为大一新生的女
儿从南京送往美国西雅图大学，完成了这一场“疯狂之旅”。 这场旅行，让女儿用脚步丈量这个世界，与不同肤色的
人面对面交流，而这些特殊的经历，让世界对于女儿来说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闪现在脑海里的一个个鲜活的、
回味悠长的故事……

一诺千金：考上美国大学，就开车去报到
6 年前， 黄海涛辞去小学美术老师的工

作，之后他多次自驾出游。 而这一次的南京到
西雅图之行， 可以说是黄海涛和女儿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自驾游。

说起这次“疯狂之旅”，黄海涛介绍：“这
个想法其实在 2013 年就有了，而且考虑得很
成熟了。 女儿初三时休学了 1年，和我一起自
驾了欧亚大陆北极之旅，回来后就有个约定，
要是她能自己考上美国大学的话， 老爸就开
车送她去美国。 ”

令人高兴的是， 黄海涛的女儿黄歆轶今
年真的收到了美国西雅图大学社会学专业的
录取通知书。 兴奋之余， 黄海涛决定遵守诺
言，开车横穿欧亚大陆，亲自将女儿送到西雅
图。

说起女儿，黄海涛有些动情：“毛毛（黄歆
轶小名）就要上大学了，以后再没有这么长时
间跟老爸在一起了。 从父亲的角度讲， 很不
舍，但她有自己的人生，我只能尽己所能给她
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送她走上属于自己的人
生之路。 ”

从 2017 年初开始，黄海涛就着手准备各
种手续，不过由于是驾车出去，而且路程特别
长，很多琐事直到出发前两天才完成。

“我们跨国自驾会提前很长时间做准备，
包括签证、攻略等问题，并且计划好去哪些国

家，走哪条线路。 ”黄海涛说，“为了
保证安全， 我们出发前做了很多功

课，凡是经过的国家，我都联系了当地华侨
和领事馆，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及时联系。 ”

亲临别斯兰，女儿为无辜丧生的儿童落泪
黄海涛和女儿从南京向北出发，6 月 1 日

首先进入俄罗斯。 俄罗斯不愧为全球陆地面
积最大的国家，黄海涛经过了 20 多天自驾才
穿越整个俄罗斯国境。 等他们真正进入欧洲
大陆时已经接近 7月份。

在黄海涛的计划中， 车臣是一个重要目
的地。 不过提到车臣，大多数中国人联想到
的都是恐怖袭击和战争，他们没去之前也很
忐忑。

“快到车臣时，我们考虑了很多。 后来我
们在离车臣还有 500 公里的时候， 就认真考
虑去还是不去。 ”黄海涛说，“我们联系了一些
华侨和当地人，他们说现在车臣非常好，非常
安全。 我们经过考量以后，确信安全上没有问
题，于是就去了。 到车臣以后，的确感觉那里
非常漂亮，也非常安全。 ”

俄罗斯的最后一站是别斯兰。 2004 年 9
月 1 日， 车臣恐怖分子在别斯兰市第一中学
劫持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导致 360 多
名无辜者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他们按照收藏的照片， 在小镇上转了几
圈， 就是找不到那座废弃的学校， 问了当地
人， 才在一条坑坑洼洼的路边找到了那所学
校。废弃的教室外摆着花圈，有些凄凉。 走进
学校体育馆的一刹那，他们惊呆了，墙上挂

满了遇难者的照片， 最小的孩子才 9 岁，一
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无法直视，悲伤顿时笼
罩全身。

以前他们父女只是从新闻上知道别斯兰
惨案， 但是亲临现场之后， 才发现是那么震
撼。“当时我女儿看到那些跟她同龄甚至比她
小的遇难孩子的照片， 眼泪情不自禁流了下
来。 你到现场看的话，非常非常恐怖。 ”
闹出不少笑话，父女俩经常被人当成夫妻俩

离开别斯兰， 黄海涛父女进入斯大林的
故乡———格鲁吉亚，之后又经过土耳其、保加
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科索沃、黑
山、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奥地利、瑞
士等国家。 在瑞士休整 2天后，父女俩去了法
国、德国、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然后从
加来港乘坐英吉利海峡隧道火车进入英国。

8月 2日，父女俩抵达英国海港城市南安
普顿，在那里办理车辆托运到美国的手续，然
后飞到美国。

快到土耳其的时候， 黄海涛收到了中国
领事馆发来的短信， 说近期土耳其发生恐怖
袭击，要提高警惕。 不过到了土耳其以后，并
没有遇到安全方面的问题。 土耳其人民特别
热情，看到他们两个亚洲人，又是送肉，又是
送水果，还被当地人拉到家里吃饭。

一路上遇到的搞笑事情也不少，很多人
误会他们父女是夫妻， 特别是在旅馆开房
间的时候。“当我告诉他们，我们是父女俩，
他们就惊呆了，天呐，这是你女儿？ 这是你
父亲？ ”

婉拒学校欢迎，静下心来学习才是最主要的
他们到了美国之后，由于车辆问题耽搁了

很多时间，父女俩只能走马观花般地看了看纽
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几个城市。 当然，他们也
没忘记这次旅行的目的，尽可能多地走访各国
大学。 在到达终点站之前，他们还是走访了哈
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的知名高校。

9 月 11 日，他们开车到达西雅图大学，当
时学校正在举办活动迎接国际生到校， 由于
美国的报纸和电台都曾报道过他们的“疯狂
旅程”，西雅图大学也已经知道，并且想为他
们特别办一场欢迎仪式， 不过被黄海涛婉拒
了。“学校知道以后，准备搞一些欢迎活动，不
过我们回绝了，因为孩子过来是读书的，静下
心来学习才是最主要的。 ”

说起这一决定， 他言语中流露出了一丝
失落感：“这一百多天，一路走来，女儿时常
说走的路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浅薄，学习
的重要。 ”黄海涛认为，这次旅行算是女儿上
大学的第一堂课， 当女儿用脚步去丈量这个
世界，当她与不同肤色的人面对面交流时，这
个世界在她的面前就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这
些阅历更将使她受益终身。

“外面的世界其实要亲眼看了才能知道，
没去过那里， 你真的不知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子的。 ”黄海涛说。“此行，我和女儿明显感受
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无论是从各国办
理签证的速度还是世界各地对中国人的态
度。 ” （来源：扬子晚报紫牛新闻 宋世锋 王
天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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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胖了，耐力爆发力却弱了
女子 800 米纪录是 1977 年创造的、女子

100 米纪录要追溯到 1979 年、 男子 110 米栏
纪录为 1981 年创造……据我国东北某省会
城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计， 当地的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普遍“沉睡”多年，有的项
目甚至 40年无人打破。“现在的全市运动会，
相当于过去学校运动会的水平， 而且成绩还
在往下走。 ”提供数据的该学生体育艺术发展
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破相对应
的，是一些处于低位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
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公布的 2016 学年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结果显示，对比《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优秀率仅 2.6％，不及
格率达 16.2％，重度近视率为 49.8％。

大连某小学一位从事 23 年体育教学的
教师表示， 他能明显感觉出孩子们体质的下
降。“2000年前后，我带过 1993年出生的孩子
训练，60 米能跑到 6 秒 1，100 米能跑到 11 秒
94， 现在体校找这样的孩子都很难，100 米跑
12秒 78的就算不错了。 ”这位教师说。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长毛振明介
绍，30年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跳、投掷等指
标，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国家标准一直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进校队越来

越难，孩子们个头高了、身体胖了，但耐力、爆
发力等身体素质却不如以前。 ”陕西某高校体
育教研部定向越野项目指导教师说。

“三张皮”如何缝成“一件袄”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

技体育相互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联系，“三张
皮”没有缝成“一件袄”，导致学校体育缺少社
会体育的课外支持， 竞技体育在组织孩子们
普及锻炼方面仍有提升余地。

“体校如何与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形
成权责分明、 管办关系合理的教学训练新机
制； 教育部门如何推进学校开展特色体育项
目， 将项目文化融入学校的文化和发展中；社
会力量如何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
等，都是完善我国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必
须破解的难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部某
省会城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多地体
育系统与教育部门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人才共
育体制机制，难以调动孩子运动的积极性。

同时，源自孩子、服务孩子的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需要进一步扶持，以激发其活力。 国家

体育总局青少司统计显示， 我国各级各类青
少年社会体育组织有 7000 个左右， 而在美
国，仅体操一项就有 5000 个左右。 北方民族
大学体育学院教师刘和昌表示， 由于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是民办性质，由
体育主管部门支持建设， 场地却属于教育主
管部门管理下的学校，在场地使用、经费支持
等方面仍有待探索出激励性更强的政策。

此外，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变。“我
们小时候课余时间踢足球、 打篮球都‘玩疯
了’，现在的家长却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
甚至为此找老师、找学校。 ”宁夏银川市体育
总会秘书长丁晓晶说， 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
影响最直接，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有时
对孩子的选择是决定性的。

日子好了，不能养出弱孩子
专家建议，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不能越

养越弱。 应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和运动技能
的培育，整合社会、学校、家庭力量参与，倡导
家庭体育， 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青少年的生
活习惯。

虽然今年 4 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校
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 但记者梳理发现，
不少省份的细则至今仍未出台， 多位体育部
门工作人员建议， 将学生的达标测评纳入学
校的考核范围，适当提升体育课比重，探索对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实行问
责。

刘和昌说，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和行
为塑造的关键时期， 可构建相关学科教学和
教育活动相结合、 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
合、 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
合的健康教育模式， 以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
教育和运动技能教育。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教授、 博士生
导师黄谦等建议， 在继续加大力度助推中小
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的同时， 应鼓励体
育部门、相关协会、社区等广泛推广亲子、家
庭体育运动项目，通过举办家庭趣味田径赛、
智慧体育进家庭等活动，让体育运动在社区、
家庭扎根。 （来源：新华社 何晨阳 张荣锋
杨稳玺/文）

南京老爸自驾
穿越 26国送女儿上大学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 40年无人破！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40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课长跑改短跑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学生身高、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
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担忧，被广泛关注。

黄海涛和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