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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各种名人效应的推动，报考音乐、美

术、表演等艺术类专业在很多考生及家长眼中俨然已经成为

获得就业“金饭碗”的便捷通道。如今，2008年高校艺术类

专业招生工作已经拉开序幕。那么艺术类专业究竟学些什么

？就业前景怎样？周刊记者采访了多名业内人士，指出艺考

认识的三大误区。专家提醒，学艺术要讲天赋，艺考也并非

升大学的捷径，考生报考艺术类专业还需谨慎。 [现象]社会

需求带动艺考热 社会对艺术人才需求的增大，是使艺考热升

温迅猛的主要原因。同时不少高校相继扩大艺术类专业招生

规模，各种艺术类本科专业也相应出现。 就上海市而言，每

年有万名考生参加艺术类高考。特别是报考美术类的学生。

近几年基本稳定在每年6千多人。2007年，本市有7800名学生

参加美术类专业市统考，较06年近6700名考生增加了1100多人

，增幅约16.4%。艺考热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上海高校

每年通过统考招收艺术设计类本科专业的人数，据不完全统

计在1800人左右。 专家指出，社会对艺术类人才需求是阶段

性的，根据发展规律，一个周期过后，以现在艺术类专业的

扩招速度必然会导致艺术类专业毕业生过剩。 误区一、专业

出路人人坦荡 报考艺术类专业学生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从

小对艺术有追求的学生，但近年来，这类考生比例有所下降

，毕竟学艺术是讲天赋的，不能强求；第二类是受家长主观



影响的学生。很多学生的兴趣爱好在中学阶段还没有完全形

成，无法确定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这时家长的意志就会主

导学生的报考行为，这类学生即使报考艺术类，将来也会后

悔；第三类是文化成绩一般的学生，只是为了能考上大学而

投身艺考大军，这类学生和家长较片面地认为，艺术类高考

对文化成绩要求不是很高。 和很多考生及家长想象不同，艺

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出路其实较窄，出名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如美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出路主要是美术老师、设计师和职业

画家，一般的职业画家收入并不高，有的生活还很艰难。音

乐专业毕业生大部分是做音乐老师和从事文化产业，一般院

校音乐专业毕业学生能去专业剧团的少之又少。 误区二、艺

术类高考是升学捷径 很多考生和家长将艺考作为升大学的捷

径，认为艺术类高考对文化成绩要求较低，这是一个误解，

但也有它形成的理由。 现实是，近年来很多艺术院校单位意

识到文化程度高的学生在感悟力以及各方面的能力更强，更

能适应专业发展的要求、科技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因此，考生要理性面对这一切。 华师大艺术学院副院长孙

乃树教授认为，从“艺”学习，不但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智

慧，还需要一定的天赋。如果孩子不喜欢艺术而强迫去学，

他们在学习上会非常被动。 误区三、艺术专业学习很轻松 还

有很多考生和家长认为，学习艺术非常轻松，这也是个误区

。艺术类专业的学习不能靠突击出成果，而是需要持之以恒

的专业练习。 以华师大艺术学院音乐专业为例，学生除了要

学习大量理论知识以外，还要坚持主修专业乐器的联系。例

如，钢琴专业的学生，即使在大冬天也要去琴房练习，如果

课后不勤练，下次上课就会跟不上。 因此，专家提醒，如不



是真正热爱艺术，就不要报考艺术类专业，免得进了学校后

悔。 随着艺术类专业招生时间将至，各种强化班、辅导班、

定向班以及个人家教，都打着艺考辅导的招牌对外招生，考

生和家长选择艺考辅导班还需理性。 有些学生认为，到目前

阶段，高三的新课差不多已经上完，艺术类专业对文化成绩

要求不高，通过下学期的学习也能补回来，因此停课一段时

间去进行艺术强化关系不大，专家认为，此举不可取。 诚然

，对于有一定艺术功底的学生，暂停正常课程，参加辅导班

进行突击，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专业成绩水平，而一部分才

学习艺术课程没多久的学生，即使停课，他们的艺术水平也

不会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像美术等需要长期训练的项目，

短期的突击很难有成效。放弃一两个月正常的文化学习，经

过强化训练，若又没有通过艺考，显然得不偿失。在高三，

无论是新课还是复习课，学校都会统筹安排，少一个环节就

可能影响整个复习进程。考生还是应该在正常学习之外，再

加强艺术专业的训练。另外，选择艺考辅导班时，要多方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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