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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成绩不行靠艺考
上大学”的路走不通了

在原有艺考模式下，一些考生入学后因文
化综合素养不足，专业发展受限。特别是部分
明星文化课成绩明显低于普通考生，受到公众
质疑。重视文化课是近年来艺考改革的总要
求，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内容。

按照要求，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
试成绩的专业，2024年起，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同时鼓励高校进一步
提高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

以往，山东省美术类专业文化课成绩占比
为 30%，浙江省舞蹈类专业文化课成绩占比为
40%，河北省音乐类专业文化课成绩占比为
30%，2024年都按50%执行。

北京考生小董是复读生，今年在文化课方
面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文化课比重提升后，
备考压力和难度增加了，两边都要考好才行。”
小董说。

此外，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
视编导、影视技术等 8 个艺术类专业不再组织
专业考试，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照
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对报考这几个专业的考生来说，文化课成
绩高更有优势。”辽宁省实验中学美术教师赵旭
波说，这样一来，相关专业的录取分数可能会被

拉高。
广东考生林林说，有同学原本想报考相关

专业，新要求出来后，因为文化课成绩不理想，
就放弃了。

据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辉宇观
察，文化课成绩好的学生，入校后能够较好适应
美术专业学习，综合素质和能力也更为突出，在
就业市场上体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省级统考覆盖六大科类，
规则趋向全国统一

12 月 2 日上午，北京市音乐类统考在中央
民族大学举行。报考音乐教育专业的小曹感觉
发挥正常，“音乐类是第一年统考，本来备考时
还有些焦虑，后来发现考得比较简单。”

2024 年起，各省艺术类统考一般分为音乐
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
设计类、书法类等六大科类，戏曲类实行省际联
考。此前，省级统考“各自为政”：北京市只有美
术类统考，河北省美术类、音乐类和舞蹈类进行
统考，一些省份设有编导类统考，湖南省统考大
类多达10个。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处单招科
科长何长福说，以往各省考试科类、内容设定、
考试规则和标准规范不一。从各省发布的2024
年考试说明来看，省级统考基本覆盖六大科类，
考试内容、满分分值、具体要求等趋向全国统
一，公平性、规范性提升。

统考进一步加强，对应的是校考规模和范
围持续缩减。据统计，共有38所高校的部分艺
术类专业开展校考，而 2019年组织校考的高校
有近百所，更早时期校考院校数量一度超过300
所。

长春市柏辰艺术中学教学副主任宋闪算了
笔账：改革前，学生参加完省统考后，还需要到
多地参加校考，考试往往持续一周，报名费、食
宿费、交通费至少上万元，时间、精力、金钱成本
都很高。

吉林省考生付佳宁的意向学校取消了校
考。“只参加省统考就没那么折腾，也减轻了家
里的负担。”付佳宁说。

不过，也有少数考生和家长担心，一旦省统
考没考好，可能无缘理想院校。中央美术学院
招生办负责人对此表示，校考范围和规模逐渐
缩小，更加聚焦于选拔具有突出艺术天赋的学
生。少数校考院校和校考专业实行更精细化、
多元化选拔，有助于解决艺术教育中特殊性和
个性化的问题；在保障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公
平性的同时，兼顾了人才选拔的科学性。

未来如何备考？
艺考改革后，一些地区部分类别的省统考

报名人数有所减少。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数
据显示，2024年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和播音与
主持类报名考生分别为 2.4 万人、0.49 万人和
0.18万人，2023年则为 3.19万人、0.7万人和 0.3
万人。有艺考培训机构统计，四川省 2024年艺
术类考生规模近6万人，较2023年下降约10%。

兰州市第五十三中学美术教师王克蓉表示，
以往因文化课成绩不理想而选择艺考的考生能
占到80%，改革后艺考不“易”，想以此为捷径上
大学越来越难，“这部分学生数量会逐渐减少”。

变化之下，该如何应对？
长春市柏辰艺术中学舞蹈教师王月告诉记

者，针对吉林省艺考省统考变化，学校在专业课
方面加强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增加一些舞蹈
类型的练习，以适应即兴科目考试。“中国舞、芭
蕾舞、国际标准舞、现代舞等都要熟悉，这样不
管考什么，都可以随机应变。”王月说。

鉴于艺考改革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文化素
养、生活观察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多位受访人士
建议，考生平时要多积累、多观察、多收集素材，
不能一味模仿，更不要死记硬背“模板”。

记者注意到，一些艺术类高中优化了专业
课和文化课的教学时间配比，考生每周有更多
时间学习和巩固文化知识。一些地区开始探索
在艺考省统考、校考结束后，对考生提供不同类
型的文化课程或进行集中辅导。

在兰州市第十四中学，音乐班招生时，老师
会先问家长一个问题：孩子未来想做什么？该
校音乐教师钟静说，学校会提前向家长讲清楚
音乐类艺考的考试趋势、就业方向。她发现，因
为文化课成绩不佳而学音乐的情况越来越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扎实
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天赋同等重要，考生和家长
要转变“以艺考为跳板”“曲线高考”的功利思
维，不盲目跟风。

北京一所艺术类重点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
建议，考生要提前了解考试新形势和新要求，对
照本人兴趣特长、文化课成绩和专业课成绩，评
估判断是否要参加艺术类考试。“一定要立足自
己的兴趣，提早准备。真正喜欢艺术才适合去
参加艺考。”

受访专家认为，艺考是选拔培养艺术专业
人才的重要途径，新一轮艺考改革的全面落地，
进一步纠偏“重专业轻文化”“临时速成”等功利
化思维，逐步挤干艺考“水分”，有助于让更多真
正热爱艺术、确有培养潜力的艺术人才脱颖而
出，也将对艺术人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
用。 文图均据新华社

12月上旬，结合“平安护航”专项行
动，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对辖区小学走访，得知该学校受邀
派出7名教师和50名学生赴澳门参加交
流活动，但大部分学生目前还没有港澳
通行证。

为了避免学生在大厅排队等候，同
时不占用学生们的上课时间，出入境大
队开通延时受理通道，在学生们放学后
统一办理证件。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优
化审批流程，将取证时间缩短为三天。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浑南公安为学校师生
开通出入境专场服务

12 月 17 日 23 时许，山东聊城市公
安局东昌府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
公安机关依法对网传“给住院婆婆吃泡
面”的虚假视频信息开展调查。

经查，林某某（女，40岁，网名“林姐
肉夹馍”）为吸引流量、博取关注，自行
设计场景，编造虚假信息，让其母亲配
合摆拍视频，并在网上进行传播，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

林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林某某作出治
安拘留 5 日的行政处罚，并对其造谣的
网络账号采取永久关停措施。

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
广大网民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自觉规范
个人网上言行，不造谣、不传谣、不信
谣。对编造、传播、散布谣言的行为，公
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此前，视频博主“林姐肉夹馍”发布
多条给住院婆婆吃泡面的视频，内容是
她询问一位正在吃泡面的老人好吃
吗？老人说好吃，她则回复说“好吃就
天天吃”。

“林姐肉夹馍”称，视频中的老人是
自己的婆婆，在坐月子期间婆婆曾让她
吃了三箱泡面，还称泡面有营养，自己
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没想到这段视频热量不断上升，直
接冲到热搜。

12 月 15 日，发布“给住院婆婆吃泡
面”系列视频博主主动承认画面系摆
拍。住院老人其实不是婆婆而是自己
亲妈，发布摆拍视频是为了涨粉。

12 月 16 日，据百姓关注报道，发布
“给住院婆婆吃泡面”系列视频的博主，其
社交平台账号因违反相关规定被封禁。

据微信公众号“东昌府公安”、封面新闻

女子摆拍“给住院婆婆吃泡面”

警方通报：行拘5日
账号永久关停

近日，网传福建泉州一小女孩独自
在家门口路边玩耍时，被一陌生中年男
子捂嘴拖拽。

网传视频显示，一女童独自在家门
口玩耍时，一中年陌生男子上前试图将
她捂嘴拽走，女童意识到不对劲，立刻转
身往家跑，男子随后离去。

12月17日，泉州市公安局泉港分局
发布警情通报称，2023 年 12 月 16 日 21
时许，该局接群众报警，称一名男子拉拽
小孩，被小孩躲避后，该男子逃离现场。

接警后，该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工
作，于 12月 17日将该男子（张某良，男，
37 岁）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据泉港公安、封面新闻

“女童险被陌生男子捂嘴拽走”

警方通报：男子被抓获

艺考改革全面落地，变化几何？

近期，各地陆续进
入艺术类专业考试时
间。20 多个省份开启
统考，一些省份部分科
类考试结束。

2021 年 ，教 育
部启动了艺考招生
改革，2024 年是艺
考改革全面落地的
第一年。如何挤干
艺考“水分”？艺考
呈现出哪些新变化、
新特点？“新华视点”
记者采访了业内人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