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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改革全面落地，变化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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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如何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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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统考覆盖六大科类，
规 则 趋 向 全 国 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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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课成绩不行靠艺考
上大学”的路走不通了

新华社记者 宋 佳 魏梦佳

李双溪 白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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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长春市柏辰艺术中学美术专业学生在备考。 新华社记者 李双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