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取1621人，7.8万人报考
“去年中国美院的招生人数，又是新高。”在杭州开了十多

年画室的老钟感慨。2018 年，计划录取 1621 名本科生的中

国美术学院，共迎来了 7.8 万人报考。光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每日考生流量就达 1.5 万人次左右，连体育馆都被辟为了考

场。

竞争激烈，接近 50:1 的考录比例，意味着平均一个考场

才有一人能够脱颖而出。竞争最白热的景观与环艺类，录取

率不到1.2%。

类似的还有中央美院，报考人数从2016年时的25000人

次窜到40000余人次，录取率仅2%。

“其实 20 多年前，我考中国美院时，录取比例比这还低

呢。”老钟记得，当时一千多名考生，光是第一天的素描就刷下

来700多人。最终，32名专业课入围者凭高考成绩排序，前8

名才得以中榜。“那时候拼的是积累，一届不行，再来一届。”老

钟考了4年，最终圆梦，“等我准备考研时，同届参试的同学还

有在备考的。”

让老钟们没想到的是，艺考人数很快在 2002 年迎来井

喷。以山东为例，据当时媒体统计，从 2002 年到 2005 年，山

东省艺术类报考人数连跳 4 级，从 3.2 万人一跃至 14.6 万人，

是 1998 年的 12.2 倍，几乎每 5 个高考学生中就有一个艺术

生，而其中美术生又占到多数。

惊人的增幅，甚至让有些院校老师感慨：“考生太多，连考

场安排都成了难题。”

艺考热的背后，是“捷径论”观点占据上风——“艺考对文

化课的成绩要求低，对部分学生很有吸引力。”2016 年，有媒

体对 2000 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5 成的受访者，

感觉艺术生是将艺考作为入学敲门砖，更有 71.2%的受访者

认为，艺考生大多是学习不理想，通过艺考寻求另一种升学途

径。

为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艺考培训机构应运而生。

杭州千人以上规模的培训画室有不少
“1998 年大一的暑假，我带了第一批学生。”还在念大一

的老钟，暑假回家就有几十个家长慕名登门，拜托他“教教自

家孩子”。他带着孩子们画了几天静物、石膏像，算是教学。

此后，他开始教人画画。

“上午上专业课，下午叫上几个同学，一块给孩子们上

课。”这是不少画室的普遍状态。当时的画室围着中国美院，

在玉皇山附近开得星星点点，“阔石板那块，总共有十几家画

室。”老钟管着 30 多个学生，他们大多在边上农家租房子住，

交着一个月200多元的学费，突击学上四五个月。

学生不固定，画室也更自由、随性。“很多画室甚至连名字都

没有。”直到2005年，在学生的要求下，老钟才给画室取了名。

围着美院，杭州的画室兜兜转转，从玉皇山到滨江、转塘，

再到而今的富阳等地，也越来越产业化。到 2011 年前后，老

钟的画室搬到转塘后，“我们也渐渐被推上了专业的路子。”

聘请全职专业教师，制定模式化的教学课程，封闭式的管

理，“名字是画室，其实已经是培训学校。”老钟现在一万多平

米的画室里，画室、教室、食堂、宿舍一应俱全，20多个老师大

多从美院毕业，300 多个孩子要在这里培训至少 6 个月。不

光画画，还有文化课和设计课程，一应俱全。整个画室的投

资，据老钟介绍在3000万以上，早已不是昔日的“作坊”。

一名画室老师告诉记者，在杭州的画室有不下300个，像

老钟这样规模的有 30 家左右，有近 10 家画室学生更是超过

千人。

模式化的艺考培训，更加剧了考生们的竞争。“过去是千

人千面，现在是千人一面。”一位不具名的画室老板表示，过去

更能体现考生的风格和理解，现在都是临摹范本、背套路，无

非是看谁的技艺更精熟。

当然，学校也有对策。最近几年中国美院的题几乎每年

都在变化，2017 年平常以静物和彩投为主的“色彩科目”考

试，就换成了风景默写。

对此，老钟倒觉得无可厚非，“考试总要分个高低，让学生

像我们当年这样考，也不现实。”

减少校考、提高文化课要求，能否降温
2018年年底，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

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到 2019 年高校

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一般不组织校考，2020年起不再组

织校考。同时要求，高校艺术类专业逐步提高高考文化课成

绩录取控制分数线。

减少校考，提高文化课要求，不少人将此看作是对艺考热

的降温。

早在 2014 年 10 月，教育部就曾下发《关于做好 2014 年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同样提出逐步减

少艺考校考数量、提高文化课分数线、规范艺考培训等内容。

2014 年开始的艺考改革，使得接下来 3 年的艺考人数持

续减少，尤其是山东、江苏、湖北、湖南等艺考大省。但最近两

年，美术生人数又开始大幅增长，河南、浙江、辽宁等省美术生

人数增幅均超过 10%，其中，河南增幅达到 20%，山东增幅

17%。

老钟的画室2019年招生人数，预计会达到350人。校考

虽然少了，但学生数量他估计不会少。画室里不少学生所在

的中学，也正在开设“艺术班”。“我下一届就有了，我没赶上，

不然更有针对性一些。”一名学生告诉记者。

“考试规范就行。”另一名画室老板表示，“至于降不降温，

是市场和学生决定的事。”
新华社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俞任飞 李玲玲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1.11 星期五 首席编辑/版面设计：王曦煜 电话：8531156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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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持续关注美

术专业艺考报名难的事件。

1 月 10 日，“艺术升”所属公

司——杭州亦闲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发布公开信表达歉

意，并表示将永久下架 VIP

服务并退款。

在网络上，不少文章曾

在事件发生时打出愤怒的标

语——“70 万艺考生丧失报

名资格”。

这几年，随着艺考热，考

生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加。

目前各省美术联考已结束，

从公布的考生人数来看，依

旧 维 持 增 长 态 势 。 其 中

2019年浙江美术生2.16万

人，比去年增加约 2300 人，

增幅为 11.9%；而广西增长

幅度最大，达到1.7万余人。

艺考，到底为什么这么

热？

艺考，到底有多热
艺考报名难事件背后，是持续多年的艺考热，不少考生要抓住这“救命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