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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因为文化课
成绩要求低，一些考生和家
长寄希望于通过艺考实现

“曲线升学”。“新政策的出
台，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考
生和家长的这种心理。”多位
受访者认为。

在吴琼和薛天的机构
里，因为文化课成绩不理想

而 选 择 艺 考 的 考 生 占 到
80%。“通过艺考上大学或者
上个好一点的大学，是他们
的主要诉求。”

王志俊表示，很多考生
因为文化课吃力而选择艺
考，艺考生越来越多，但社会
上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么多艺
术专业毕业生，造成社会需

求脱节，就业率偏低。学校
的生源质量也并不理想。艺
考改革，就是在扭转重专业
轻文化、重招生轻培养的人
才培养倾向，推动艺术类人
才培养回归育人本质，引导
家长理性选择高考路径。

受访者的共识是，随着
改革的推进，考生和家长会

提早规划，对文化课的学习
也会越来越重视，会有更多
真正对艺术感兴趣而非盲目
报考的考生。而且，随着素
质教育的推进，考生的整体
质量会逐步提升，会有更多
文化课成绩不错的学生选择
艺术专业。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未来艺考还会“易”考吗？

各地艺考陆续开始
改革下有哪些新变化？

今年9月，教育部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
工作的指导意见，就
文化课成绩要求、考
试形式、录取方式等
提出新的规定，引发
广大艺考生关注。

进入 12 月，各地
艺 术 类 统 考 陆 续 开
始。今年的艺考有哪
些新变化？新政策对
艺 考 生 会 有 多 大 影
响？

嫣然正在北京通州一所
画室集训备考，“我喜欢动
漫，未来想做动漫设计师。”
嫣然说，因为知道艺考改革
的消息，了解到下一届用的
是新教材，考不上就意味着
没有退路了，她一度有些焦
虑。但老师们安慰她，至少
今年不会有太大影响，让她
安心准备。

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专
家组成员陈志文表示，高考
政策一般是执行“三年指导

早知道”，也就是说会至少提
前3年公布告知。“从发布的
时间节点看，这一次改革完
全落地是在2024届及以后，
2022 年考试还是主要参照
之前的政策。”

这几年，艺考政策在持
续稳步调整：

2018年底，教育部发布
《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高等
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
要求》，提出一系列改革措
施，包括扩大省考覆盖面、缩

小校考范围、全面提高文化
成绩等。

2019年和2020年，教育
部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里
继续强调上述方面的改革举
措。

“这一次的改革也集中
在这几个方面，政策调整思
路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此前
政策的升级版。”陈志文说。

专家认为，改革会有一
个过渡期，原则上变化是循
序渐进的，但不排除受疫情

等多种因素影响，有些调整
可能会“加速”。此次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从2021年开
始推进相关改革工作”，意味
着并不是从 2024 年才开始
变，2021年起之后的3年内，
各省份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逐步推出相应举措。

多位艺考辅导老师表
示，从目前发布的招考信息
看，变化多表现在考试形式
和考点设置上，“前期看，对
本届考生影响应该比较小”。

主要针对2024届及以后考生，本届影响不大

新政策出台后，考生、家
长和机构最关心的就是对文
化课成绩要求的调整。

指导意见中涉及文化课
成绩的有两处，一处是招生
录取时“高考文化课成绩所
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
另一处是“在现有要求基础
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
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
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

据统计，2021年多数省
份 本 科 一 批 上 线 率 低 于
20%，有的地区低至 11%左
右。而同样是上一本，艺考
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求一般要
比普通高考生低30%，在有
些省份要低50%甚至6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山
东、云南、江西等省

份艺术类录取划线规则来
看，文化课分划线水平与
2021年相比没有上升，但不
排除有些省份之后会上调。

而执行占比不低于50%
的要求后，很多省份的考生都
会受到影响。比如，目前山东
省美术类等专业执行文化课
成绩占比30%；广东省音乐
类、美术类和舞蹈类专业执行
文化课成绩占比40%。

“学生的整体水平在逐
年提高，文化课门槛必然也
需要提升。”北京一家美术类
艺考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吴琼
认为，文化课加码筛掉的是
艺考群体中那些文化课成绩
特别差、专业水平也不太行
的考生。“以往这些考生可能
会有钻一些考试的空子，但
现在即便是省考过了，由于

文化课成绩提高了门槛，这
条路走不通了。”

东北一所重点高中的美
术老师于野认为，文化课成
绩要求提高不会对文化基础
和艺术基础都比较好的考生
造成冲击，相反会让他们在
竞争中更有利。

小潘因为文化课成绩不
错而选择走传媒类艺考，现
在的目标主要放在综合类院
校上，省统考结束后，就全身
心投入复习文化课。

上高一的丸子告诉记
者，之前学校安排的文化课
占比较少，每天下午都是专
业课，改革政策公布后，“文
化课的时间多了，而专业课
的时间只有下午七八节晚课
和自习了”。

有人质疑，提高文化课

成绩要求是否对偏科的“艺
术天才”有失公平。山西大
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王志俊等
专家认为，新的艺考政策允
许有校考资格的艺术类高校
在招生中对极少数专业成绩
特别优异，或者是在相关专
业方面已经有突出成绩的考
生，采取破格录取办法。“不
是‘一刀切’，专业特优者依
然有机会脱颖而出。”

亿星教育咨询（深圳）有
限公司的艺考顾问魏征认
为，从长远来讲，文化课本身
就是一种对于学习能力的评
判标准，好的文化课成绩意
味着学习能力较强。天赋很
重要，但是学习能力的增强，
对于一些有技术要求或者文
化表达诉求的艺术类专业学
生来说，也大有裨益。

文化课成绩要求提高最受关注

按照最新的指导意见，
2024 年艺术类专业将基本
实现省级统考全覆盖，严格
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现场
校考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
专业招生计划的6至8倍。

于野见证了艺考从“只
有校考”到“省统考+校考”再
到“省统考为主”的改革过

程。他认为，省统考
给 考 生 和 家 长

“省了不少事”。
“省统考考

的是基本功，考

察内容和标准更统一，学生
备考更有针对性，准备的质
量也能更高。”于野说，过去
有的学生要连着准备 10 多
所学校的考试，每个学校侧
重点不同，如何在短时间内
准备得更全面，老师和学生
都很发愁。

云南一所传媒类艺考培
训机构的创始人薛天认为，
强化省统考可以减少考生经
济、精力等多方面的负担。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
考试周期按 5天计算，学校

报名费、来回交通、住宿……
至少得花几千元。如果学生
报考院校多，还需要几个省
份来回奔波，时间、精力和金
钱成本又会增加。

王志俊认为，改革后，校
考数量缩减，考生能空出更
多时间更好地复习文化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
艺术类本科 5 个专业类别
中，美术、设计学类专业已实
现省级统考全覆盖，音乐、舞
蹈、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的
省级统考已覆盖 20多个省

份。
“以后校考会越来越少，

只有省统考成绩排在前面的
才有资格参加校考，考生水
平能力需要拔尖才行。”吴琼
说，现在是省统考分数过线
就能报名校考，过线门槛很
低，导致只招几十人往往几
千人报名。

但也有不少考生对这一
变化感到焦虑。有人担心省
统考难度会变大，会变成“一
考定终生”，还有人担心，仅
有的校考竞争会更加激烈。

减少校考以省统考为主，标准更统一、减轻考生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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