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资料

照片

本报记者 李玲玲 俞任飞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1.11 星期五 首席编辑/版面设计：王曦煜 电话：85311564 3

特别报道

艺考，真的是条捷径吗？

“大家觉得是捷径，无非

是认为艺考中文化课要求比

较低，其实，你只要走过，就

会知道这个捷径还真不好

走。”来自兰溪的王子文（化

名）目标是考上中国美院。

“83 分”，看到自己的联

考成绩时，来自金华的小雅

（化名）哭了，“我在杭州没日

没夜地画了 6 个月啊，这个

分应该报不了好学校了。”其

实这个成绩不能说差，但小

雅自己觉得不太理想。

那一天杭州是个阴雨

天，非常冷。看着女儿右手

那粗糙的皮肤，妈妈心疼得

眼眶红了，“都说艺考对文化

课要求低轻松些，我们就选

择 了 这 条 路 ，哪 知 道 这 么

苦。”

艺考，真的是条捷径吗
一位金华女孩看着联考成绩大哭：我可是没日没夜画了6个月啊

每年都有不少因辛苦而后悔的艺考生，过来人提醒走这条路兴趣还是第一位

每天画12个小时以上，持续半年
雨雨雨，最近杭州的天气一直不太好，给人的感觉又湿又

冷，可有个场合，一走进去，钱江晚报记者只觉得热。

数十人分成几排紧挨着坐在一起，每人面前一块画板，他

们各自紧盯着自己的画板刷刷地下笔，脚下则是略显凌乱的

各种画具。

这里是富阳一间普通画室。

“联考已经结束了，有的学生就回家准备文化课去了，现

在留在画室的都是备战校考的，相对也是对专业比较喜欢，而

且对所考学校要求比较高的，所以你看都特别认真。”画室老

师向记者介绍。

穿着自己高中学校的绿色校服、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瘦瘦

高高的王子文正在研究自己的作品，“联考我没考好，我现在

要全力准备美院的校考，否则这一段时间的付出就白费了。”

王子文来自兰溪，他说自己喜欢画画，初中曾学过一年，

到了高中后，他的文化课成绩排在全校200多名，而前100名

才有上一本的可能，所以在高一时他就决定走美术艺考这条

路。和家里人商量，父母也觉得与其高考大概率失败，不如艺

考博一把。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美术班，他就来到杭州。

“好多人都说艺考是文化课不好的学生考大学的一条捷

径，你怎么看？”钱报记者直接问他。

“捷径？没那么‘捷’吧，反正考美术我觉得是很苦的，当

然我不否认，文化课成绩不太好是我走艺考的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但是这条路真没有我当时想的那么轻松。先不说花费

都是几万几万起的，就说我们的培训生活吧，每天至少要画

12 小时，基本都要封闭培训 6 个月以上，吃住都在这郊区，如

果对美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仅仅是为了走捷径考大学，这种日

子，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

“春节回家吗？”对于记者这个问题，王子文愣了下，“春

节？没想过啊，那时是不是还没校考啊？过不过春节不重要，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备战美院校考。”

据王子文说，他遇到过选了艺考这条路，后来又因为太辛

苦又后悔的，“走到半道，又想走回头路，哪条路都不好走！”

要走这条路，兴趣还是第一位的
“我是因为特别喜欢才选择美术的，小时候就学过。”来自

磐安的星宇和王子文在同一个画室学习。这是个特别自信的

女孩。

联考考了87分，她对即将到来的校考也充满了信心。

选择住在六人间的寝室，每个月生活开支控制在1000元

以内，哪怕是画室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她也很少外出，每

天就是不停地画画，这就是星宇在杭州的生活。

因为各方面表现不错，星宇还是班长，帮着老师管理班

级。

“不多练，手就会生，就和那些正常高考的同学刷题的道

理是一样的，我们放弃文化课学习来培训专业课，不努力的

话，更加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星宇解释，“除了兴趣，我选美

术还因为实用，父母也和我讨论过，觉得学了美术也算是有一

技之长，以后就算找不到好工作也可以自己创业。这也可能

是目前美术比较热的一个原因吧，我们同学在一起也会互相

这么鼓励。”

但是星宇的目标也比较明确，要努力上好一点的院校。

“只有上个好一点的学校，起点才会比较高。其实我们考

生自己也知道，现在对艺考生的文化课成绩要求是越来越高

了；所以，选择走这条路还是要慎重的，兴趣还是第一的，否

则，真的难以坚持。我们培训班里也有一些被父母逼着过来

的，这些往往会半途而废，就算最后坚持下来考试可能成绩也

一般。”

星宇说，如果有后来者也想走这条路，那一定要考虑清

楚，自己一定要有兴趣，发自内心地喜欢，不然枯燥的训练和

各个环节的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来。

看到女儿粗糙的右手，她流泪了
小雅来自金华，她在位于富阳的另一个画室培训。作为

家中的独女，在杭州培训的这段日子，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这

么久。校舍因为新搬迁，宿舍里甚至还没有安装空调。

“女儿没有叫苦，说反正每天在宿舍睡觉的时间也不

长，她们画画都要到晚上 12 点多，但我心疼，尤其那右手，

皮肤粗糙得像过去砍柴人的手。”妈妈偶尔会来杭州看看小

雅。

1 月 4 日，小雅查到自己的联考成绩，“83 分”，了解到有

不少同学比自己的分高，小雅哭了。她不清楚自己这个分能

上什么学校。“我和她爸也不懂，因为当时选艺考就冲着高考

时文化分低来的，没想到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据妈妈介绍，小雅算是没有专业基础的，完全是因为到了

高二后，发现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就想着另外找条路。父母也

打听了不少艺术类，最终小雅说长大想穿自己设计的衣服，对

设计类感兴趣，就决定学美术了。

然后父母又赶紧让杭州的朋友给打听画室，去年 4 月份

就开始进行封闭式培训。

“老师说女儿的色彩感还是不错的，但素描就相对弱了

些，联考那天，女儿身份证又找不着了，最后急忙开临时证

明，耽误了些时间，可能太紧张，也影响了她的发挥吧。”

说起这半年的付出，小雅妈妈说孩子付出的是精力的辛

苦，而父母就是经济的辛苦。“说起来，画画还是很花钱的，学

费、颜料费以及生活费等，这半年大概花了 6 万多了吧，听说

这个花费还不算高，多的十几万的也有，我女儿还是比较节俭

的。除了出钱，我和她爸爸也帮不上什么了。而且为了专业

课培训，文化课更落下了，我想等校考结束，女儿回到金华后，

还得找文化课的培训老师补习下，这又是一笔开支，但为了孩

子，也只能这样吧，总要上个大学吧。”

钱报记者了解到，这几年，随着艺考热，不少热门艺术类

院校越来越难考，比如中国美院，去年考录比例近50：1，这意

味着，这些年，想考上心仪的好学校，竞争越来越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