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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今年，艺术生在文化课上更拼了

艺考季，大家也许以为考生们都在画室里埋头画

画，或在琴房里苦练钢琴。然而实际上，从去年12月中

旬到昨天的第一场文化课选考，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大

部分艺考生和普通文化生一样，在背英语、背地史政。

昨天中午，政治考试结束，艺术生纷纷在群里报

喜：“感觉良好！”

小范是来自桐庐的考生，她的目标是浙江师范大

学美术学（师范类）专业。“省统考以后就在全力备战文

化课了。”小范告诉记者，“因为浙师大的文化分数要求

很高，去年美术学专业录取平均分达595分！”

她说的 595 分是指艺术生的综合分，由统考分和

高考分按比例折算得出。举例而言，如果在美术统考

中拿到 85 分，那么去年高考分数需要达到 553 分以

上，才可以考上浙师大美术学专业。

但对于艺术生而言，550 多分的文化课绝不是简

单的事。“因为我已经5个月没有好好复习文化课了。”

小范说。从去年 7 月到 12 月美术统考，她都在富阳的

画室里集训，然后才重新捡起文化课。“老师说今年 1

月份的选考绝不能放弃或裸考，因为到了6月，大家的

实力会更强，拿高分更难。”

杭州吴越画室老师张同辉告诉记者，“统考过后，

我们画室只剩下一半的学生，因为大部分学生不再参

加后面的校考，都去冲刺文化课了。”

这些学生从画室走出来，一拐弯就进了隔壁的文

化课培训机构。

最近这一个月，针对艺术生的文化培训机构微信

群消息此起彼伏，每天晚上都有主课老师直播讲座的

信息，排出来的课表也是满满当当。

小范的课表就非常典型，从早上 8 点半到下午 5

点半，英语和政治课轮流上，晚上则是刷题时间。“用 1

个月集中攻下两门课，后面几个月再专心备考其余的

科目。”这是艺考生们今年普遍的特训套路。

就算是要冲刺中国美院的学生，也是在这时候捡

起了文化课，因为他们也不想错过1月份的选考，即便

中国美院的初试就在下周开考。

“这是因为，教育部的艺考新政策，让文化课占比

越来越重了，以后复读的话会更难。”非凡教育资深老

师张莹说，“而且，2023 年高考改革，语数外将用全国

卷。2022 届的学生是最后一届用浙江卷的考生，所

以，今年能考的全都拼了，文化课竞争会非常激烈。”

本报讯 2022 年的第一课，对浙大

附中的同学们来说，有些不同凡响。

学校迎来了一位特别来宾——浙江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

他是浙大附中的法治副校长，曾见证了

学校2021届毕业生三年来的成长，也见

证学校成为全国示范校后的种种成绩。

1月4日，他又为浙附中学子带来了新年

第一课。

他对同学们说：“古之立大事者，必

有坚忍不拔之志，你们是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建设者、见证者，身处伟

大时代，只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民族

的伟大复兴征程深度融合、同心同向，

才 能 更 好 确 立 自 己 的 人 生 目 标 和 方

向。”

知易行难，贵在知行合一。贾宇表

示，到 2035 年，同学们都将成为社会的

中坚力量。希望大家做到“博学之，审问

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把“求知、

求真、求实、求新、求善、求美”的校训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担当好这代人的历史

使命。

他还特别强调，崇法修德应该成为

浙大附中学子不可或缺的自身修养和道

德境界。“这些年，同学们的法治信仰、法

治意识已经萌发成形，校园法治建设已

经开花结果，希望大家更加自觉地将法

制信仰融入到血液里。”

贾宇检察长的致辞中满盛着长者的

殷切嘱托，触动人心。而校长申屠永庆的

新年致辞从国家大事到学校工作的梳理、

再到对同学个体学习生活的建议，更像是

一席缤纷盛宴，祝福全校师生站在新年的

起点，向着美好的未来，挽手并肩，相依而

行。

通讯员 朱泽玖

浙大附中
新年第一课

检察长
寄语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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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22 年浙江高考首考开始。在 57 万赶考

生中，有一群“异军突起”的艺术生也加入了大潮。若

照往年，他们这时候不该全力冲刺专业课，准备飞遍全

国参加校考吗？

是的，今年的情况不同了。2021 年最后一个月，

“九大美院”之一的西安美术学院宣布取消 2022 年校

考，南京艺术学院宣布全国范围内取消美术类校考，并

且越来越多高校的招生简章出炉，明确缩减校考范围，

艺术生们真的感觉，“变天了”。

2022年艺考季，不少高校校考进一步缩减

大多数艺术生告别全国飞奔
本报记者 郑琳

从业多年，张同辉老师见证了考生“只有校考”，到

“省统考+校考”再到“省统考为主”的改革过程。“如

今，承认美术统考的学校比例大幅上升，已经超越校考

的重要性。”

这一变化是从 2018 年底，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开

始的。在2019年以前，考生的艺考季通常是这样度过

的：从高二的暑假开始进入各类艺术培训学校，通过 5

个月的集训，12月参加全省的艺术统考。

接下去就开始冲刺校考，全国各地飞。本着多考

一次就多一个机会的想法，考生会尽可能多地参加

考试。有的人甚至要考十几所学校，从来年的1月到3

月，奔波五湖四海。在结束了全国校考之旅后，再用 3

个月的时间冲刺高考。

如今，这样奔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艺考新政在近几年中循序渐进地推行，到 2021

年，有校考的学校已经只剩下 48 所，它们都是独立设

置的本科艺术院校 （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

的少数高校），简单地说，都是艺术名校。

而去年9月，教育部再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善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

意见》。意见指出：“2024年艺术类专业将基本实现省

级统考全覆盖，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2024年

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这一轮的新改革，从

2021年开始推进，到2024年完成。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艺术类本科5个专业类别中，

美术、设计学类专业已实现省级统考全覆盖，音乐、舞蹈、

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的省级统考已覆盖20多个省份。

受艺考新政策和疫情的影响，今年很多院校采取

了取消校考、使用统考初选、举行线上考试等方式调整

校考方案。

去年年底，西安美术学院发布2022年本科招生公

告，不组织专业课校考，按照统考和高考成绩折算综合

分，分省录取。西安美院成为了九大美院中第一所完

全取消校考的院校。此外，南京艺术学院也宣布，因为

疫情原因，全国范围内取消美术类校考。

有些院校虽然保留校考，但缩减了校考范围。例如

中国戏曲学院的动画、绘画、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北京舞蹈学院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天津

美术学院的理论类专业，上海戏剧学院的数字媒体艺

术、动画专业等等，都不再组织校考，承认省统考成绩。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认为，强化省统考可以减

少考生经济、精力等多方面的负担，并有利于提升文化

课素养。“但是独立设置的艺术本科院校，还是会继续组

织高质量的校考。”沈浩说。最近几年，中国美院实行线

上初试加线下复试的方式举办校考，“线上初试起到了

很好的筛选作用，使得基本功扎实的学生得以入选。”这

种模式缩减了到美院现场参加复试的人数，在疫情背景

下，有效减少了学生的各种风险和舟车劳顿。

校考减少，大部分艺考生不用全国飞了校考减少，大部分艺考生不用全国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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