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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艺考热在全国上演得如火如荼。随着考生规模的日益扩

大，招生艺考学生的院校数量日渐庞大，人们不禁要问这样

一个问题:艺考，为了什么？是对艺术的追求，是对就业前景

的信心，还是仅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较低的“

好处”？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孙立老师介绍，无论是表演

还是美术类专业，北京电影学院向来都是艺术类考生所热追

的艺术院校。表演专业，不少学生只要会朗诵，能掌握普通

话就会过来尝试，每年近万人报名，最终录取的仅有100名左

右。美术类的报名学生也要在2000人左右，招收60人，竞争

都很激烈。 陈南回忆自己在高中的生活。“高一时全年级两

三千学生，包括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特长生一共80人

，但是两年以后，学校仅美术特长生就已达到了80人。”而

学校对学生进入艺术特长班的态度，也从开始的建议学，到

鼓励学，进而转向强制学。 艺考不应成为逃避文化课压力的

途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高中生学习不好建议学文科，文科

不好就去准备艺术类考试。对此，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画研究会会员臧伯良表示反对，“我觉得有辱画家尊严。

” 臧伯良拿美术为例，认为如果学生专业课与文化课“瘸腿

”厉害，这样的人即使能够进入美术领域，充其量也仅能被

称为画匠。成为一名画家，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深的文

学修养等都是非常必需的。做设计的人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

修养不够丰富，设计出的作品怎么可能高雅？臧老师说，自



己看到很多因为文化课不好前来学画的学生，心里非常难过

。“我坚持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好的艺术类学生不是去学艺

术的话，我相信他一定可以考上清华、北大。因为他太喜欢

某一方面艺术了，离不开这个，所以就要把一大半精力投入

到艺术方面，相对而言文化课的时间就变得很是有限，成绩

可能就不会很拔尖了。” 臧伯良认为，不管是否选择艺考，

也无论艺考的专业，都应该以考生的兴趣为第一出发点。 据

北京新干线学校校长冯建介绍，全国每年近百万艺术类考生

中，美术专业的学生占到了其中的80％。“选择这个途径高

考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看好了就业前景。”学艺术类的

学生，虽然专业相对单一，但是就业出口很多。如广告、服

装设计、建筑、宝石鉴定、动漫、出版等都是非常欢迎艺术

类学生的就业渠道。此外，艺术类院校对考生文化课分数要

求较低，也是艺考受到考生和家长青睐的一个原因。 高校艺

术专业全面开花 据了解，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艺

术专业。张茵认为，这缘于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需要

开设精神领域的专业，以最少的投入来争取最大的回报，整

个国家对艺术需求越来越多。 北京工业大学工业系展示专业

的大一学生小章(化名)表示，自己高二做出要准备美术专业

艺术类考试的决定后，得到了家长的一致支持。“他们感觉

我毕业以后，可以进入文化产业，接触面会很大，我的高中

老师也赞同，认为美术艺术类考生会有很广的出路。”小章

衡量了一下自身的美术水平，最终确定学习设计。“学习造

型专业，对以前的功底和个人天赋要求很高，我半路出家可

能无法竞争的过别人，因此选择设计方向。” 据了解，目前

，全国各种艺术类专业近2000个，而且很多艺术专业单独成



院。业内人士分析，一是因为生源的扩大，艺术类考生相对

学费较高，学校有了较为庞大的资金，可以让艺术类教学更

专业化。另外，艺术类考生的招生在各学校间也存在较为激

烈的局面，为了能让更多艺术类考生选择自己的学校，学校

都在艺术专业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增加了专门的艺术学院。

一些农业类、理工类的学校，也纷纷开设艺术专业，招生也

很火爆。专家表示，这些院校如能够将艺术领域与本校的专

业相接轨，那是再好不过的。艺术不是单一学科，还需要在

艺术之外有很多专业性的知识。 高校的扩招，逐渐把纯理论

教育变成了实际能力加理论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讲，艺术

类专业的开设是高校改革的表现，更注重培养社会需要的实

用型人才。有关人士推测，艺考在未来仍然会是考试的热点

，学生家长关注的热点。未来，艺术类考试将逐渐向职业教

育发展。虽然学生更愿意往本科、重点院校的艺术专业考，

但是毕竟很多艺术类考试的学生的基础与要求达不到，所以

只可能选择高职。 艺考可以通过速成？ “高三临时决定要考

艺术的学生，在全国至少占到一半。”冯建认为，每年的艺

考生中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画画，但也能“速成”出来

。 陈南也告诉记者，特别是美术专业的艺术类考前辅导班“

很应试”，开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帮助学生通过专业

课测试。“现在的艺术类考试考查的已经不是艺术。” 记者

怀疑，美术要动笔头，不是用嘴说说就能通过的考试，因此

也不应是前期突击可以成功的科目。但陈南和他的同学却不

以为然。“一些知名专业院校，考点会分布全国各地，每一

个考点又有很多考场，一个考场一个模特，但是阅卷时却是

放在一起。因此，学生在备考期间只要反复画一张画就可以



了。”头像、半身像的素描考试可以“背”，考色彩也基本

上都是让考生画静物，通常都会摆放一些果子和瓶瓶罐罐⋯

⋯这些规律都是可以短时间抓住的，悟性好的学生或者有功

底的学生，备考时间可以更短。因此，上了学以后发现同学

中有人不会画画的现象并不罕见。 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专业

学习的小印也告诉记者，音乐也有“速成”出来的，进入大

学后，一些基础课的学习就会显露出来。有些学生由于底子

薄，在和声、曲式、配器等基本课程的学习上，就会有脱节

的现象。因此，小印说，考艺术专业，首先应该基于对专业

的喜爱，不能由于受社会诱惑，或者把这个当作高考的捷径

而选择艺考。“考试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学校的录取人数毕

竟有限。” 冯建表示，相对而言，美术要比文艺似乎更容易

“速成”。我国美术类高考，相应来说只是通过一幅画来判

断一个学生的能力，但是一幅画很难能够综合反映出一个学

生的全面能力。有很多艺术类辅导学校现已摸准了招考院校

的考试方向，学生们每天就练一幅画，来回改，就是锻炼一

种考试方式。“一些考得好的学生，并不能完全证明绘画功

底很牢固。把很多应该需要长时间脚踏实地教学的内容，变

成了一种短期应试模式，这是艺术类教育的很大问题。”(记

者 王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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