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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教育·新闻

随着疫情的稳定而开学时间未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

己的学习，毕竟漫漫长假往往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同学们为了

学习各出奇招。

为提高专注力，同学们各出奇招

开直播间请网友监督
云种树戒掉手机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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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对今年艺考做出调整，原

则上2020年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此

外，鼓励艺术院校部分专业用文化课成绩

录取，用网络提交作品的方式进行初试。

记者采访发现，各大艺术院校立刻给予了

响应，不少院校已经公布了调整以后的考

试方案，有的专业要求网络提交作品，有的

专业干脆取消了校考。

今年艺考推迟后

舞蹈生网传视频当初试
编导生按文化分来录取
美术生校考方案难出炉

本报记者 郑琳

舞蹈生忙着拍视频
找不到场地很焦虑

对于想要考表演和舞蹈专业的杭州

考生小刘来说，今年的艺考路真是非常

不顺。春节前夕，这位专业能力优秀的

学生已经踌躇满志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

校考。他的目标学校是上海戏剧学院表

演专业，以及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

院等院校的舞蹈专业。然而校考一再推

迟。

小刘感慨：“心理压力很大。这段时

间要保持专业训练、保持身材、平衡文化

课的复习。本来专业课训练到校考的时

候有一个持续的冲劲，现在校考时间一

再推迟，冲劲也被削弱了，身体的敏感度

也在下降。”

虽然很无奈，但在等待艺考消息的

过程里，小刘一刻也不敢放松基本功的

训练。每天要进行软开度、芭蕾基训，锻

炼肌肉素质，爬楼梯、跑步，练腹肌、背

肌。“最难的是舞蹈技巧训练，因为在家

里受场地限制太大了。”

近日，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音乐学

院都公布了校考改革的方案：远程网络

面试+线上提交视频材料。

“目前基本确定是初试要提交视频，

复试网络面试。”小刘告诉记者，现在大

家都有了新的焦虑：找地方拍视频。

拍摄场地要自己找，鉴于很多场所

目前还未开放，对这些需要较大场地的

舞蹈生而言无疑是个难题。

编导生取消专业校考
按文化课成绩录取

其实，相对于可以实现视频考试的

专业来说，还有更多专业的艺考生即将

面临专业考试被直接取消的窘境。

这其中，艺术编导专业成为首当其

冲的“重灾区”。

北京电影学院部分专业取消专业校

考，采取比对各省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得

出的相对高考成绩排序录取，来保证相对

公平；中央戏剧学院部分专业拟取消专业

考试，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录

取；中国传媒大学改革艺考，初试为文化

素养基础测试，只考“文史哲”科目。

“编导”在艺考大军中也算“特殊人

群”，在专业成绩通过的前提下，文化课录

取分数线普遍要比其他艺术门类高，为了

快速找到门路，更多人还会报名培训机构，

培训费用通常要七八万，甚至几十万元。

“我们专业是文化比重最大的艺术

专业，但把专业成绩一刀切了，我们在专

业上花的钱财、时间、心力就这么付之一

炬？”想要考编导专业的考生小唐向记者

吐槽，“以前是文化生瞧不起编导生，觉得

肯定是因为成绩差才学艺术。现在，学艺

术的也瞧不起编导生，他们嫌我们不够艺

术，因为我们不需要艺术校考了。”

美术生很茫然
全国美院校考方案未定

音乐生视频考试，编导生直接高考，

那美术生呢？遗憾的是，许多向往着八

大美院的美术生至今不知道何去何从，

因为考试方案还没出来。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美院、中央美院

等美术院校还没有发出通知。网络提交

作品显然是不够公平的，容易冒名顶替作

画。然而每年在中国美院进行的万人大

考场面，很显然目前是不可能举办的。

记者昨天获悉，景德镇陶瓷大学已

经宣布取消校考，承认美术联考成绩；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考虑将平时学生习作和

美术类省统考成绩作为初选条件，通过初

选以后，再在高考后组织校考；中国戏曲

学院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灯光设计

等招考方向也采取类似的改革方案。“还

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中国美院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无法确定开学时

间，就很难确定校考方案。

网上开直播间
不少学生在 B 站（名为哔哩哔哩的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开

直播间让网友监督自己学习，因为 B 站不仅有直播间，还有大量

的学习经验分享、专业技能课。

up 主(指在视频网站、论坛、ftp 站点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

人）花鹤苕是一位高三学生，她告诉记者，她从 2 月 11 日开始直

播，“我会大概列出每天要完成的学校作业和自己的补习作业，根

据情况随时调整。”

为什么要开直播间？她表示主要原因是自制力不太好，而直

播可以约束自己，“开着摄像头，这么多人看着，就不太好意思玩

手机，久而久之，注意力就慢慢变专注了。”

她查看了一下记录，发现自己已经在B站直播学习满300小

时了。这段经历不仅让她提高了效率，而且从刚开始的不敢露脸

到后来的露脸直播，也让她变得更有自信了。

花钱买监督服务
记者采访发现，有一种学习方式在闲鱼等购物网站上悄然兴

起——监督服务。这项服务包含监督早睡早起、减肥目标、学习任

务等，不同的任务和时长，价格不同，销量较高的几个已经破百了。

小幸（化名）在备考注册会计师，提供这项监督服务就是想拉

着一些人一起努力，也顺便为自己赚几杯奶茶钱。目前她刚开始一

周，已经有11人购买她的监督了：“他们大多是为了高考、考研。”小

幸收取每人每天一元，而且如果坚持21天，她还会退全款。

为了叫别人早起，小幸每天6点起床，“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动

力”。而晚上，她会陪着一起熬夜，直到检查完每个人的学习任务

才睡觉，“早晚比较忙一点。”

当然，也有人是将这项服务当成了事业来做的。小发（化名）

的监督服务已有百人购买了，他每日收费三元，最早 5 点叫人起

床。小发说他的顾客中甚至还有小学生。若想知道他监督的具

体过程，他的“商业机密”收费10元。

拉群定目标打卡
前几日考研分数线终于有消息了，预计

四月中旬公布，这让准备复试的同学们开始

活跃起来。大家为了练习口语表达结伴

组队，商量着制定学习任务。有些群

里每日早起打卡，有

些发布题目录音作

答，还有些每周约

本报记者 郭闻 本报通讯员 姚钰本报记者 郭闻 本报通讯员 姚钰

定好一个时间视频

模拟面试。很多同学表

示，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录

个音都会紧张，但是随着练

习次数的增多就开始变自然了。

这种方法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同学间的

良性学习氛围，互相交流学习经验和解答困

惑，有助于学习积极性的提升。

“种”了577棵树
嘉兴的小王为了备考公务员，选择使用 forest 这

个app来强制自己戒掉手机，一旦开始种树就不能触碰手机

了，否则树就会死掉。她已经坚持了19674分钟，种下了577

棵树，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让她十分有成就感。

还有些人会选择使用其他的 app，比如番茄 ToDo、

Timing 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同学选择从源头下手，直接把

手机换成老年机或者把手机锁起来，这样就能强制自己不玩

手机了。
一边跳舞一边拍视频的舞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