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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点

艺考非“易考”
艺考新规带来新变化艺考新规带来新变化

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提高文化课成
绩要求、推进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教育
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
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
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系列新规将
给艺考带来哪些变化？对家长和考生们
有何影响？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近年来，一些高校为追求多学

科发展，竞相开办学费标准相对较

高、办学门槛较低的艺术类专业，

盲目扩大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虽

然客观上为学生报考增加了选择，

但因办学定位不准，招生规模及专

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据了解，有的学校跟风开设艺

术类专业，但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专业性和学术性达不到标准和高

度，学生就业也较为困难。调研显

示，2020 年，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

人数在全国本科招生总数中的占

比仅次于工学和管理学，位居第

三。但从初次就业情况看，其总体

就业状况与其他专业有明显差距。

“热门的艺考，冷门的就业，这

句话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艺术类招

考设置还要从人才培养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进行科学调整。”东北育

才悲鸿美术学校专业部主任王海

玲说，艺术人才的培养从入口到出

口在学科设置上需要宏观把控。

对此，意见提出，推进高校艺

术专业特色发展，明晰人才选拔培

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

对社会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

专业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这要求高校一方面要突出办学特

色，构建与办学定位和特色相适应

的艺术人才选拔培养体系，着力选

拔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另

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综合

考虑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毕

业生就业状况等，优化艺术专业设

置，合理安排招生计划。

优化专业布局：
部分专业将停止招生

长期以来，艺考腐败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校考

环节不公开不透明、教考不分离、招考权力过于集

中等屡受诟病。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艺术专业分类考试。积极

扩大省级统考范围，到 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

业省级统考全覆盖，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

量。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建立健全校考高校

和专业准入退出机制，科学合理确定校考形式，严

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

考考点。健全完善考评人员遴选机制，优化考评人

员组成结构。加强考试组织规范管理，严防考试舞

弊。

不少艺术教育工作者认为，扩大省考覆盖面，

缩小校考范围，是规范艺考，促进其公平性和科学

性的有力举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说，

自 2010年省级统考大规模推行以来，统考在规范

艺考、形成判断、节约成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高一年级新生家长于

鹤认为，改进考试方式后，可以减少学生去外地考

试的次数，为考生和家长减轻了很大负担。

对于一些高水平的专业艺术院校，校考仍不可

或缺。鲁晓波说，省考与校考绝非对立，而是互为补

充、各有所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艺考在全

国范围内的标准化，从教育的角度平衡区域发展。

后者则保证了人才录取的多元化。

分类考试：省考全覆盖 校考大“瘦身”

“学习不好才去艺考”“三四百分就能上一

本”……长期以来，由于高校对艺考生的文化成绩

要求相对较低，同时很多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入

专业课而忽视文化课的学习，使得一些人把艺考

生和“易考生”等同起来，甚至部分家长和考生以

此作为“升学捷径”，感觉学习成绩不行了才突击

学习并报考相关专业。

意见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成绩要求。要求各

省（区、市）在现有文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

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

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在分类考试分类录取中，也特别强调了对文

化课成绩的要求。如对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

等高校艺术类专业，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

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使用省级

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

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均达到所在省

（区、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基础上，

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

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其中高

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

“这对考生和家长是一个提醒，是因为文化课

不好才来选择，还是真正热爱这个专业，需要学生

和家长作出更慎重的选择。”王海玲说，“艺术和文

化是相辅相成的，从长远来看，能持续发展较好

的，一定是文化课和专业课都好的学生。学校在

下一步的培养中，将更加注重文化课和专业课并

重，系统分类推进，结合学生实际，设置科学备考

方案，为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提升。”

鲁晓波认为，“艺术，是与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并举的学科。任何一个方面是短板，都会造

成‘木桶效应’。”

提高文化课成绩：扭转“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对艺考招生实行分类考试、分类录取，是这次

艺考招生改革的一大亮点。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从 2024 年起，对艺术类专业分三类进行录

取：第一类是不进行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如艺

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

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第二

类是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

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均

达到所在省（区、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

绩按比例合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

其 中 高 考 文 化 课 成 绩 所 占 比 例 原 则 上 不 低 于

50%。第三类是少数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

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区、市）普通类

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省级统考成绩合格

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上，依据考生

校考成绩择优录取。③11
据新华社电

将对艺术类专业分三类进行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