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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消息(记者 裘竹如 实习记者 何俊)：随着艺术类高考专业考

试的临近，那些为了“艺术理想”背井离乡的的年轻学子们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学习状态呢？为了了解这些艺考生的真

实生活，记者日前来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某美术高考培训

班，向培训班的老师了解考生情况，并对几位艺考生做了现

场采访。 选择艺考让很多人圆了大学梦 到底这些选择了艺考

的学生是因为热爱艺术，还是因为就像很多人所说的，是选

择了一种高考的捷径？记者首先和培训班的小谢老师进行了

交谈。小谢还是美院的大四学生，也经历过同样的艺考生涯

，再加上几年的带班经验，对艺考生很了解。他说，现在的

艺考生基本上分这么几种情况：复读的，已经考过一两次，

专业基础相对扎实，对自己的报考方向比较明确；艺术类应

届生，专业基础也不错，目的比较单纯，上个好的学校和专

业；还有不少是那些所谓“半路出家”的，多数并非自己主

动选择，主要原因是文化课相对欠缺，听老师或者家长的建

议，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一些例子，觉得艺考是一种不错的考

学途径(捷径)。“半路出家”考生又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种是进入艺术学习以后，发现其中很有乐趣，在老师帮

助和自己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种觉得学艺很辛苦

，但是想上大学，还是很刻苦地去争取；最后还有一部分人

虽然被动地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是没有调动起兴趣，对自己

的发展仍然很迷茫，对自己要求也不高，成绩不突出。这些



“半路出家”的考生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多数还是在考试

中过关了，确实也实现了上大学的目的。所以还是有越来越

多的人把艺考当作了上大学的一种捷径来选择。 艺考生对自

己未来的安排更为理性 复读的考生一般比较成熟，对自己很

有安排，要求很严格，对选择的目标很忠诚，轻易不改变，

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认为复读是一种历练，一旦进入学校

以后，会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对将来的发展有很明晰的判

断和努力的方向。应届生相对多以考上大学为主要目的，对

将来的打算迷茫一些，不过也有特殊的例子，比如去年的一

个女孩子，是一个重点中学的尖子生，她选择艺术考试，是

因为她非常明确自己的专业目标，她喜欢服装设计这个职业

，在搜集信息的时候发现需要通过艺考，所以在高考前夕选

择了美术的学习，结果这个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的

女孩子，从9月份入手画画开始，成绩一路攀升，到考试前夕

，其专业的水平已经在同班同学的前列了，最后顺利考上了

中国美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据说她的学校老师领导都很

反对她半路学艺，因为是把她当作考复旦的种子选手在培养

。但是她对自己的前途发展很有打算，选择了，并成功了。 

选择艺考之路就是选择艰辛 小谢老师还告诉记者，其实考生

选择了艺考这条道路，就意味着选择了比其他同学多得多的

艰辛。因为在高强度的美术学习的同时，他们还要自己花时

间和精力来复习文化课，加上现在很多艺术院校对考生的文

化课成绩越来越重视，文化课成绩的比重年年上升，给艺考

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当同龄人还在

享受父母的呵护，过着单纯的校园生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

异乡学会了什么叫“独立面对”。很多孩子在出来培训之前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有的甚至十几年来最远就到

过他们的县城。但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出来了，带着憧憬，带

着好奇，带着兴奋，带着忐忑不安，还有几分对未来的迷惘

。艺考生一般都会比同龄人成熟，因为他们在外乡，什么都

要自己面对，解决很多很多生活上和学习上的难题。 知识能

改变命运，学艺的过程“痛并快乐” 培训班的班长小湛说：

“我们一个画室有近150个学生，按专业水平分成五个梯度班

，分别进行素描和色彩的培训。每天早上6∶30起床，晨读英

语，8∶00上课，每天都要点名，不允许迟到。中午11∶00下

课，吃个午饭，读点英语，听听音乐。下午1∶30继续上课直

到4∶00。晚上还要上课，从6∶00到10∶30，如果自己愿意，

可以加课到12∶00。然后大家回寝室再交流交流，洗洗漱漱

，睡觉都凌晨了。几乎每天都重复这样的作息，周日那天才

可以稍微喘口气，但多数同学会抓紧复习文化课。” 在教室

里，记者看到几位艺术院校请来的培训老师正在授课。老师

一般会先很认真的在学生身后驻足观看一会，指出绘画过程

中的问题，指导绘画技巧，偶尔也会坐下来给学生修改画作

。小湛告诉记者这个画室里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湖南和江西

，每年画室的老师都会去他们那里招生，当地高中有很多学

长都因此参加了艺术类高考。“我高中的两位学长，一位考

进了央美，另一位考进了国美。还有好多都进了综合性大学

”小湛不无激动地说道，“应该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吧，

我也选择艺术类高考。我的父母和哥哥都在家务农，一辈子

辛苦但是碌碌无为。我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想要改变命运

，所以出来闯一下，一定要作出一番成绩来。” 知识能改变

命运，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艺考生，想靠一技之长敲开大学



的门。小湛告诉记者，每个培训班里都有复考生，他就是一

个。算上06年第一次参加艺考，如今已经是第三年了。在和

他的交谈中，记者获知他有着比同龄人更为丰富的生活经历

。初中毕业时，正逢家乡征兵，已经考上高中的小湛为了锻

炼自己，跑去报了名，当了两年兵，复员后才继续完成高中

学业。06年时，小湛从老家到长沙学习美术，希望能通过艺

考进入好的大学。但由于美术基础薄弱，落了榜。落榜后，

比同龄人成熟和倔强的小湛，做出了一个决定：瞒着父母，

离开湖南老家边打工边复读。然而，第二次参加高考，因为

发挥不够，他再一次名落孙山。随即，他独自离乡复读的事

也被父母知道，父母在得知儿子艰苦但是执着的追求后，表

达了支持他高复的决心。可以说，小湛的艺考之路走得漫长

且艰辛，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小湛对艺考的理解也慢慢地

发生了转变，从一开始简单地为上大学考艺术到现在真正对

艺术有了向往，有了追求。他告诉记者要报考中国美术学院

的油画专业，成为一名有想法的画家。虽然在艺考的路上经

历了许多坎坷，但小湛对于自己的未来仍然非常乐观，表现

得信心满满，他为记者吟了一句写在画室墙上的诗：“男儿

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他说，“经历了这么多，我

已经逐渐明白自己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会一直努力向前冲！

为我加油吧！” 支持孩子艺考，家长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距离

小湛一个座位坐着个女孩子，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给画面铺大

色调。记者了解到，这个女孩子叫曹蒙，也来自湖南。中学

时期学过美术，算是画室里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曹蒙告诉记

者，她7月初就来杭州了，9月开学回校去办了请假手续，因

为她文化课好，老师开始不同意，认为考美术太浪费时间。



但曹蒙很坚持，她希望能考进美院学设计，而她的父亲也非

常支持她，最后学校只能放人。“我还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

门，当时朋友都反对我来，觉得太远了”曹蒙说道，“但我

觉得，总待在家里，太不值了，即使是个女孩子，也应该出

来看一看。”记者了解到，那天正好是湖南省高考文化课网

上报名的最后一天，而曹蒙还没有报上名，于是记者就陪她

一同去附近的网吧。在路过一排农民房时，曹蒙指着其中一

栋告诉记者，那是她住的地方：“与人合租的，大概十多平

米，但有一个独立卫生间，除去水电230元一个月。”她还告

诉记者，班上的同学都在画室附近租这样的农民房住。房价

在150300元不等。记者粗略的计算了下，这些学生每人每月

学费在3000元左右，加上房租、日常开销，每人每月大概

要4000元左右。这个数字对于一般的工薪家庭来说，也算是

一笔不菲的开支了。 等到记者发稿的时候，很多省市的艺术

类统考已经陆续开始了，这些艺术学子们大多都回到了自己

的家乡参加考试，不久以后，也会有不少艺考生还会回来参

加美术学院的艺术类入学专业测试。记者在这里，谨以最真

挚的心，祝愿他们一路走好，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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