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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2_80_9C_E6_c65_177104.htm 三月是艺术类院校在

全国各地招考的集中时段，记者探访北京、郑州、济南等地

一些考点发现，考场挤满了考生和家长。艺考为何“持续高

烧”？ 艺考缘何“高烧不退”？ 2007年，山东普通高校艺术

类报考人数达16.9万人。河南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8.2万人

，比上年增加了四成。 一些高校艺术专业教师分析认为，除

了明星效应、“一夜成名”的诱惑、热爱艺术的青年人越来

越多等原因外，众多考生“赴汤蹈火”的动力并不是对艺术

的热爱，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低的“好处

”。他们想通过参加艺考跨进大学的门槛，取得高等教育文

凭，将来有一个饭碗。 与此同时，大批高校受利益驱动，对

艺考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郑州大学音乐系主任巩伟认为

，受利益驱动，高校艺术类专业扩招是造成艺考虚热的一个

重要原因。按照国家收费标准，本科艺术类专业学费一般每

生每年1万元至1.5万元，有的达到1.8万元，这对办学经费紧

张的高校来说无疑是个“金矿”。近年来，一些和艺术本来

不沾边的高校，没有配备正规师资力量就招生。2000年以前

，全国只有几十所艺术类院校，目前，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

校中，有700多所设立了艺术专业和院系。 一些高校还热衷到

处设考点招生，收取报考费。作为艺考考点的郑州一所中学

的校长告诉记者，西南某高校美术专业计划在河南招生百余

名，报考人数达到6000人，每生报名费150元，仅此一项就收

入90万元。 “没有钱，‘艺术’玩不起” 一个去年考入一所



本科院校舞蹈专业的山东籍学生对记者说，她在考试前参加

了培训班。培训班由目标大学的老师开办，一节课一二十人

，学生是通过私下关系找到该老师的。老师是考官之一，找

老师上课就是给他送钱，总共上了十几次课，每节课2个小

时200多元，一节课老师就能收入4000元。 培训班上课大部分

时间是练基本功。参加这种培训班的目的不是学什么，而是

通过培训打探考试信息。“考前培训班花了两三千元。考试

前，老师表示可以帮助疏通一下关系，要家里准备点钱。这

笔钱是我艺考过程中最大的一笔支出。没 有钱，‘艺术’根

本玩不起。” 来郑州招考的某高校美术专业教师说，由于艺

术专业考试不像高考文化课组织严密，如美术专业，从安排

考试模特、布置考场、监考、收考卷、评分到登录成绩等，

各个细小的环节如果监督保密工作不完善，就有可能作弊。

有些家长和工作人员想尽办法钻空子搞“运作”，每个环节

点成为家长的“使钱点”。陪女儿到郑州考试的周先生告诉

记者，当时认为艺考容易，说服不喜欢美术的女儿学习美术

，结果现在艺考比普通高考还难，而且费用超过想象。周先

生算了笔账：学了近两年美术，学费、画具等花了近3万元，

仅到郑州考试这十几天，至少花掉1万元。周先生说：“这还

是小钱，如果能找到关系，帮助孩子过关，就是送出去几万

元，咱也认了。” 中介“黑”家长多少钱 为了保险，艺考中

有些考生和家长相信招生中介，花钱“运作”某个院校的专

业合格证。郑州一所艺术特色中学的老师说，由于艺术专业

教育不像文化课有全国统一的考试评价标准，考生对自己的

专业水平心里没底，这给一些招生中介以可乘之机。他们往

往以“帮助运作保证拿到某高校的专业合格证”为诱饵，把



考生凭自身努力考取的合格证说成是自己 “运作”的功劳，

反过来向考生索取费用。 河南一位考生家长说，这有点像“

有病乱投医”，去年儿子参加了6所院校的专业考试，花了一

万元找中介重点“运作”一所院校，结果拿到了两个没让中

介运作的学校的专业合格证，中介解释说“一是竞争太激烈

，二是钱送得少”。这位家长叹息：“自己找上门给中介送

钱，最后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山东一位艺术院

校负责人认为，艺术专业招生的一个特点是老师有一定的招

生自主权，在招生过程中，老师的主观意愿突出。这样做目

的是使每个老师招进来的学生符合他的要求，这符合艺术教

育规律。但同时，这种招生方式给了一些人不受监督的借口

，也给了考生和家长为考取学校不择手段的会。郑州大学美

术系副主任魏小杰说，河南今年实行艺术类专业统考，大大

减少了中介运作的机会，减轻了考生的负担。 选择艺考需谨

慎 一些高校艺术专业专家学者提醒准备艺考的考生和家长，

冷静看待艺考热，防止盲目选择，贻误考生前途。 魏小杰说

，从近两年招生质量看，不少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取的学

生，艺术素质不尽如人意。而这类学生中，有不少人入学后

对专业学习兴趣不高，即使进入大学，硬着头皮学习，也难

以成才和有所作为，这无异于白白浪费青春时光。 魏小杰提

醒，家长和考生要考虑到未来就业问题，目前，高校艺术专

业毕业生就业率明显低于其他专业，近年艺术专业扩招，未

来几年，艺术专业人才大批量增加，就业压力会加大。 面对

艺术院校报考人数激增，河南省招办提醒考生及家长，从近

几年的高招录取情况看，虽然艺术类考生的上线率高于普通

文、理科，但录取的竞争激烈程度并不逊于文、理科，特别



是部分文化课成绩较好的考生加入艺考行列，大大抬升了艺

考录取的分数。 一些专业人士提出，高校艺术专业招生不能

盲目跟着市场跑，要按艺术规律来做。目前高校艺术专业有

泛滥之势，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将影响学校及整个教育行业

的声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