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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寡 设计类签约高，纯艺术曲高和寡 今年即将大四毕业的

杭州某高校音乐系学生陈加琳说，她们班里24名学生，多数

没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包括有就业意向的。而她的上一届

中，真正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不足5人。 当过多的人挤上

本不宽敞的道路，自然就越走越窄。这场可以预见的危机已

经从纯艺术类专业率先开始显现。 关于艺术类就业，来自省

教育厅针对高校各种类型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数据分析，艺术

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浙江高校2005届、2006届本科毕业生

就业率统计，艺术类专业中，就业率较高的是设计类；像装

潢设计、广告设计等都就业率良好，明显高于纯艺术类的国

画、油画等专业。 浙江高校2005届、2006届专科毕业生就业

率数据，纯音乐舞蹈、形象设计、表演等专业的就业率相比

其他专业普遍较低。 一些高校的艺术学院院长都在务实地通

过各种渠道帮助他们的学生打一场就业持久战。 艺术院长给

出三个就业预警：“半路出家”者先赚后亏 浙江工商大学艺

术学院院长 张建春 艺术类学生的就业出路这两年开始成为一

个问题，尤其是如声乐等方面的纯艺术类专业。由于我们学

校的艺术专业侧重于应用型艺术(设有动画艺术设计、视觉传

达设计、环境与艺术设计三个专业)，可以去动画公司、广告

公司，或者到需要产品包装设计人才的企业，所以这两年就

业率能达到90%以上。 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大部分学生第一

年的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第二年能拿到2000~2500元。三年



能在同一个公司做的不到30%，不少学生都选择自主创业的

道路。 尽管就业还可以，我们这几年并没有扩招，我以为这

样的教育状态是最合适的： 一方面扩招涉及到教学质量的问

题。事实上，这两年老师们感觉教得越来越累，因为学生的

专业水平与前几年相距甚远。很多学生是抱着绕开文化课的

障碍来报考艺术专业的，其中能从高二开始学画画的已经算

不错了，有些人就是高三最后几个月突击一下。现在这些“

半路出家”者已经占到我们招生总数的40%~50%。 另一方面

，艺术类人才数量的急速增加，必然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从做一个广告需要一二十万元到现在一两万元也能做，市场

的无序竞争正在加剧。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就业学生的薪

水正在呈下降趋势，人多了，利润自然摊薄了。 浙江科技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徐迅 艺考热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近

几年服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岗位社会需求上升，在应届

大学毕业生普遍就业难的情况下，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还算

可以；二是由于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不高，专业课也可以在半

年甚至几个月内速成，再加上艺术类专业这两年的持续扩招

，在大众心目中，艺考难度显然比普通文、理科高考低。 在

这种功利思想的作用下，许多考大学没戏的学生便一起投奔

到艺考大军麾下。我个人认为，这些人在如今的艺考生中已

经超过了半数。要知道在恢复高考后的前十几年，报考艺术

专业的学生完全是因为个人喜爱，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很

难想像山东一个省一年就有几十万艺考生，这种狂热明显违

背了就业市场的供求规律，它势必会酿成恶果大量艺术类毕

业生出了校门就面临失业。浙江的艺考热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 因为社会尚有岗位需求，浙江的艺考热仍将持续，我认为



至少还有5年的缓冲期，10年后将优胜劣汰。 别拿青春赌明天

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院长 郭建南 从事艺术这行至今已有30

年了，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无论要当画家还是设计师等

等，只要想走艺术之路，都先得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对自

己的所学有明确的目标。如今有很多艺术类、设计类院校的

各种专业招生，但我希望学生们千万不要为了上大学而选择

艺考。 艺术之路并不好走。受哥哥影响，我从小就对画画感

兴趣，因此1977年就进了中国美术学院学版画，纯粹是为了

艺术的理想。毕业后，出于种种原因，版画的创作受限制，

我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选择了与绘画相通的设计，进入

浙江丝绸工学院(现浙江理工大学)任教，接着又赴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攻读服装设计专业⋯⋯在对艺术的不断追求中，我

获得了“中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等许多荣誉与成就。这期间

其实有很多服装公司聘请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我常想，艺

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所以艺术家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要是

没有对艺术的热情，恐怕我早就成了企业的一名管理者。 我

很想给现在的高中生们提个建议，报名艺考前先问问自己是

否喜欢艺术、愿意将投身艺术作为人生目标，假如不是，那

就别来艺术的殿堂浪费青春。否则对学习提不起兴趣，他们

最终将迷失方向，背离艺术，不会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专业都荒废了，就算拿到大学文凭，工作成就也不会有，衡

量人的才能评判标准是整体素质，而不是文凭。 我的学生中

有很多现成的例子，有的因为热爱艺术而来，目标明确，大

二、大三就凭借扎实的艺术功底创业，毕业时可以有300万元

的身价；有的进来时没有目标，混日子，出去后或者没有工

作，或者干起了传销等与艺术不相干的行当。 不过，假如学



生真正热爱艺术、有艺术天赋，那么他即便只学了半年画画

就来参加考试，我也不反对；只要愿意为艺术实践一生，五

六十岁才开始学都无可厚非。 艺考热了很多年。现在不断有

人批评艺考热的负面问题，的确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

注。但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艺考热一定是坏事

吗？临时抱佛脚参加艺考的学生一定是盲目的吗？ 如果只讲

培养技能型人才，那么“艺考热”带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就

业问题。现在浙江所有高校的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加起来一

年有一万多人。可社会对艺术人才的需求有多大？我们可能

每年需要一万名技师，一万名老师，可会每年需要一万名艺

术家吗？显然不可能。所以面对就业率不高，大批艺术学生

转行，老师很无奈。 但是如果从国民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呢？

或者说这是否是我们高等教育的观念问题？大学教育不是职

业培训，是素质教育。不是为了某一个工作岗位去培训学生

，而是通过大学环境的熏陶和教育，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学习

能力、沟通能力、生存能力等基本素质。事实上在国外，大

学生毕业转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每年在学院对新生作始

业讲话时都说，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至于你今后会

不会成为艺术家，那是以后的事情。也许那是你的目标，但

事实上也许这段学习经历只是增强你今后就业竞争力的筹码

。 所以对所谓的“走捷径”、“投机取巧”考艺术类专业的

学生，我是认同他们的选择的。每个人都希望能改变自己的

命运，这无可厚非。或许他们实际上并不适合学艺术，但毕

竟他们通过这条路迈进了大学，甚至是中国美院等知名院校

。这四年的熏陶至少给了他们第二步起跳的平台。对他们今

后的命运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不然，社会还能给



他们什么样的发展途径供他们选择？恐怕很有限吧。 说到底

，这还是个教育的体制问题，社会更需要多元、和谐的观念

。现在一些学生或家长是为了面子而参加艺考，是为了一张

叫“本科”的文凭。而在国外，职业技术学院非常发达，并

且国家和社会认可，因为社会需要各有所长，职业技术学院

出来的学生就业与受尊敬程度并不亚于普通大学生。而我们

呢？拼命把中专升格成大专，大专升格成学院，学院升格成

大学，以为越大越好。于是价值判断混乱了，社会蔑视中专

生，不愿给他们机会。一些学生和家长在心态上过不了关，

所以只能投机取巧走艺考捷径。这使得原本可以化解掉的危

机更加成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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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