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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

2月24日，青岛十七中美术考生马欣仪在
杭州参加完中国美院的校考，回青停留了两
天，又匆匆赶往北京，准备清华美院文化综合
素养测试。马欣仪今年美术统考考了288.8分
的高分，校考报了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和清华
美院。同绝大部分美术考生相比，她的美术备
考之路开始得更早，付出得更多。早在高二
时，她就利用寒假在北京参加集训。高二下学
期期末考试结束，她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期
间除回青准备了一个多月的统考、参加一次外
语听力考试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北京，春节也
是在北京度过的。“累是肯定的，一天画十几个
小时，小拇指上都起茧子了。”马欣仪坦承，备
考之路很是艰辛。

多年来，艺考招生规模不断膨胀，是艺考
之路越来越拥挤的客观原因，但机会主义的主
观根源也不容忽视，很多学生文化课成绩不
高，却又想风风光光地上一个好大学，“重专业
轻文化”的艺考恰恰为他们点燃了希望。

但实际上，艺考从来就不是一条捷径。
参加艺考的学生必然要接受专业培训，这本
身就和文化课学习时间有冲突，在时间分配
上面临“两难”抉择。而且艺考类型多、场次
多，既有各省组织的统考，还要参加各校组织
的校考，有的学生一次高考下来要参与十所
学校以上、总计五六十场甚至上百场的专业
课考试。

而辛苦付出不一定有等价回报。以上海
戏剧学院为例，2023 年共有 37000 多人报考，
最热门的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占据 8000 多人，
但该专业设置的招生计划是 37 人，真真正正
地“千里挑一”。

艺考路上，陪跑的家长作为“后勤人员”，
付出也要比普通考生家长更多。“孩子到外地
参加校考，是要坐高铁，还是要坐飞机；酒店定
在什么地方合适等都需要提前筹划。”考生家
长刘先生介绍，今年，他已陪着孩子去了杭州、
武汉参加校考，后续还会去天津、广州等地。
此外，参加校考除了来回的奔波，花费也是一
笔不小的数目，不少美术考生的花费已超 10
万元。“报班费、住宿费、耗材费、交通费都不
少，加起来差不多 12 万块钱了。估计校考结
束，花费得14万块钱。”有家长告诉记者。

艺考政策调整让“临时抱佛脚”
的考生更难了

2024年，对艺考生来说或许是极具节点意
义的一年。根据教育部规定，从这一年起，使
用省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
业计算综合成绩时，文化课成绩占比原则上要
不低于 50%；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将跟普
通类一样，直接依据文化课录取；高校高水平
艺术团将不再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据业
界人士分析，艺考“新政”就是要扭转艺术专业

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向，以便于更好地
选拔、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青岛六中高级美术教师、美术教研组长卢
军表示，政策导向其实很明显，就是更加鼓励
从小就有一定的基本功，对艺术有兴趣甚至有
一定天赋，文化成绩不错、综合素质强的孩子
参加艺考。同时，一定程度上限制“功利性艺
考”，部分“临时抱佛脚”的考生想走艺考之路
会更难。

目前，诸多省份正在推进艺考改革，部分
省份则已公布了最新艺考政策。从各省发布
的文件看，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扩大艺术类
专业省级统考范围，控制校考范围和规模等都
已是“板上钉钉”的政策。上海、江苏、福建、湖
北等省的艺考改革政策均将艺考统考类别分
为了 6 个大类，它们是音乐、舞蹈、播音与主
持、美术与设计、书法、表（导）演，其中多数省
份在表（导）演类别中，设置了戏剧影视表演、
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 3 个方向。同时，取
消了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
编导等文学编导类专业的统考。

“山东现有 9 个艺术类统考类别，参照其
他省份的政策，我省文学编导类专业统考大概
率会取消，相关专业跟普通类专业一样，按照
文化课成绩直接录取。部分统考类别可能会
用类似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将部分相近的专业
合并成一个统考类别。”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我省的艺考改革政策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细
节尚未明确，在政策没有完全明朗前，对计划
走艺考这条路的学生来说，现在还是要抓好文
化课的学习。千万不要经过一顿折腾，孩子的
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艺术成绩也比不上其他
学生，到最后更没有好出路。这次艺考改革，
确实能让很多家长和学生保持清醒。”

清醒地自我规划，不要为走
捷径而选错了路

尽管艺考越来越“不易考”，但还是有不少
学生选择了这条路。“对一些文化课成绩不是
特别突出，考取大学有困难的学生来说，目前
艺考仍然有一定优势。”青岛一家培训机构负
责人介绍。美术类专业是各艺考类别中考生
人数最多的，考生人数约占艺考生群体的一
半，其升学之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前，美
术统考综合成绩计算时，专业课成绩与文化课
成绩是“七三开”，综合成绩=专业成绩×750/
300×70%+文化成绩×30%，换算后专业课原
始成绩乘的系数是1.75，文化课原始成绩乘的
系数是0.3，照此计算专业课1分相当于文化课
5.83分，相比之下提升专业课成绩对综合成绩
的贡献度会更大。即便将来政策将专业课文
化课成绩比例调整为“五五开”，这一优势仍会
存在。

以 2022 年山东大学产品设计专业为例，
该专业是用美术专业统考成绩和文化课成绩
折算的综合成绩录取，其综合成绩投档最低分
为 615.8 分，其中专业课最低分为 266.4 分，文

化课最低分为 399 分。山大去年普通类专业
中，录取分数最低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类，为563
分。正常情况下，考生仅凭399分的文化课成
绩考取山大的可能性为零，甚至仅能考取一所
专科院校。有了美术专业成绩的“加持”，考生
却可以“低分高就”。此外，舞蹈类、音乐类、航
空服务艺术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
等专业在统考成绩计算时，均存在类似的情
况。部分使用校考成绩作为专业课成绩的院
校，综合成绩计算时，专业课甚至可能会占更
大比重，专业的优势会更明显。

但很多高校老师发现，相当一部分利用上
述艺考“优势”上大学的考生，实际对艺术并没
有浓厚的兴趣，学着学着就坚持不下去了。“若
是单纯为了升学，把艺考当跳板，进入大学后
的路应该怎么走就需要想清楚了，是转专业，
还是辅修第二专业，还是将来跨专业考研，都
应做好长远规划。”

在今年的校考中，中国美院图像与媒体
艺术类色彩专业的考题是卢米埃尔兄弟于
1895年拍摄的黑白纪录片《火车进站》，要求以
色彩默写的形式将图片转绘为暖色调场景；天
津美术学院初试要求考生默画犀牛……“灵
活”几乎成为各大艺术类院校美术校考的主
要特点。

“对于这些‘灵活’的试题，重复的、模式化
的训练难以应对。如果考生没有一定的基本
功，没有开阔的视野，没有较强的艺术素养，很
难考出好成绩。”青岛十七中美术教研组组长
胡晓介绍。他表示，有一定“童子功”，有兴趣、
有天赋的孩子更适合参加艺考。

艺考改革，是为了给真正喜欢艺术的人
以更公平的机会。摒弃功利性心态，从进入
高中学段甚至更早时期就开始规划最适合自
己的成才之路，需要考生和家长都有一个清
醒的认知。

青岛将培养选树100名
中小学校首席信息官

日前，青岛市“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创建”现场
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五台山西路小学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对青岛市智慧教育示范区
前期创建成果的展示和检验，也是为持续做好智慧
教育示范区创建工作加油续航。今后，青岛市将强
化应用统筹，助力教育治理决策，制定e平台应用管
理办法，建立信息化习惯养成机制，持续推动教师发
展、学业监测、体质健康、艺术发展、劳动技能、心理
测量等业务系统使用活跃度，强化数据对教育决策
的驱动作用，推动教育治理水平提升。推动机制创
新，提升信息素养能力，出台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
技术融合应用和信息化赋能教育教学研究，建立信
息化人才培训标准，培养选树 100 名中小学校首席
信息官、300 名中小学信息化专家型校长、500 名中
小学信息化专家型学科教师。 赵 黎

青岛二中数学学科
基地经验获全省推广

日前，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推广第一批普通高中
省级学科基地建设成果，青岛二中数学学科基地案
例入选。

自2021年成为省首批学科基地以来，青岛二中
数学学科基地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借力高校资
源，开发开设16门校本课程，搭建优秀课程平台，组
织带动全市特殊禀赋学生培养工作；承办特色学科
全市教研活动，开设大单元视域下课堂教学设计讲
座，推广大单元结构教学法，传播教研成果和学习样
态，分享教学智慧；面向全市师生，主讲 20余节“停
课不停学，名师带你学”直播课，近2万学生观看；与
杭州学军中学、深圳中学等国内名校联袂开展云教
学同课异构活动，加快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
展范式；主办“山海杯”全国高中生数学建模比赛活
动，吸引江苏天一中学、澳门中学等国内 20余所中
学积极参与；与甘肃陇南一中、贵州安顺一中、云南
大理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结对帮扶、联合教研。目前，
已形成学科基地理念引领、中心带动，区域学校协同
共进、多点开花的研修态势。 赵 黎

青科大3个省工程研究
中心纳入新序列管理

日前，我省首批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山东省工程
研究中心公布，依托青岛科技大学建设的 3个中心
纳入新序列管理。

海洋环境腐蚀与安全防护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
以我国典型海域与流域的海洋工程结构、港口码头、
跨海桥梁、临海工业设施等钢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
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发以钢结构长效防腐蚀、钢筋
混凝土腐蚀防护与补强、海洋生物污损防治等技术，
推动行业及技术领域的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发
展。新一代光电信息技术与器件山东省工程研究中
心以微纳光子材料与器件、新一代光通信技术等为
研究方向，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理论研究与行业产业
化需求之间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快新型材
料与光电器件基础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转化的速
度。能源大数据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以大数据智能
分析方法与软件开发技术、大数据平台开发建设等
为研究方向，着眼于大数据技术在能源工程领域的
应用和服务，致力于推动山东省能源体系清洁低碳
化和传统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循环高端化，为我国“双
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王世锋

■日前，青岛九中在院士广场举办“课程大
集”。68门校本课程、48类学生社团、17个艺体俱
乐部的课程“掌门人”现场摆摊、同台路演，推介自己
开设的校本课程。课程大集吸引了青岛九中高一、高
二数千名学生参与选课。此外，来自礼贤教育集团的
青岛三十七中和青岛四十二中的师生也在礼贤校园
举办特色课程体验活动，感受充满魅力的校园文化。

韩 星 摄影报道

九中千余学子
赶“课程大集”

参加艺考身累、心累、花钱多，看似“捷径”却荆棘满途；
随着文化成绩标准的提高，艺考更加“不易考”——

摒弃“功利心态”，
“曲线高考”期待“最优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世锋

教育·快读

■艺考生赶考之路不容易。 韩 星 摄

3 月 4 日、5 日，四川美术
学院造型类、设计类专业校
考；3月8日、9日，北京电影学
院戏剧影视导演校考四试举
行；3月25日、26日，北京服装
学院表演（服装表演）专业、表
演（广告传播）专业校考……
今年高考艺术类校考正在紧张
进行中，考生们辗转奔波于各
大院校，为考入理想中的大学
而冲刺。但这样的场景，或许
在来年会有所改变。

“ 艺 考 是 考 大 学 的‘ 捷
径’。”曾经，人们习惯给艺考贴
上这样的标签。不过，随着多
年来艺考生人数持续增加、考
试内容越发灵活、招考政策不
断调整，艺考早已“不易考”，
身心累、花费贵、选择难几乎
是普遍现象。更何况明年起
一系列艺考新政将落地实施，
艺术类专业文化课成绩要求持
续提高，校考规模会被严格限
制……这条“曲线高考”的道路
更需要考生审慎决定、全面权
衡，提前研究、筹划，才能找到
真正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

■艺考生正在画室学习备考。

近来，ChatGPT 横空出世。这
款 AI 聊天机器人软件以其强大的
问题解决能力和创作能力，上线两
个月活跃用户破亿！不少和Chat-
GPT“聊过天”的网友纷纷感叹，“只
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ChatGPT 答不
了的”。和 ChatGPT 聊天的过程
里，突然想到了那个有关教育未来
的预言：未来，传统模式的学校将被
学习中心取代。教师从三尺讲台上
解放出来，成为“人机共教”教学模
式的受益者。如果 ChatGPT 不断
强大，实现了学生有求必应的知识
传授，那么朱永新在《走向学习中
心：未来学校构想》中描述的就不再
是幻想。机器人老师眼看就要到位
了，人类导师准备好了吗？

正如教育界专家所言：“数字教
育能够在个性化地学、差异化地教、
科学化地评等各方面发挥独特优
势，通过信息跟踪挖掘、数字回溯分
析、科学监测评价等，描绘学生成长
轨迹，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
育方案。”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得教师
传授知识的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很
大程度上被替代。

虽然教育部和各省已经建成一
大批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庞大
的教育教学资源库，虽然老师们基
本都掌握了线上直播教学的方法，
但对数字化参与教学的认识一直以
来存在着偏见。有的教师认为数字
化教学不如传统教学，有的教师认
为数字化教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去设计，投入产出比偏低。但
当 ChatGPT 引发全民狂欢，学生乐
此不疲地追问“你知道这道题怎么
做吗？”“能不能帮我写一篇作文？”
的时候，给老师留下用于纠结的时
间已经不多了。

未来已来，教师该如何应对？
日前，教育部研究制定《教师数字素
养》教育行业标准，旨在扎实推进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教育
信息化标准体系，提升教师利用数
字技术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
活动的意识、能力和责任。这也体
现了国家对数字化教育教学的重
视。教师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提升数字化教学素养，将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应用和更新
与“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相结
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创新。

复杂的技术创新带来巨变，教
师工作将从单纯的传授知识转型为
更复杂的发掘需求，激发潜能。

教育从来不由技术主导，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的灵魂呼唤不会被
ChatGPT 的话术取代。机器人可
以改善教学，但无法取代教师。教
育的范围宽泛，不只是推送知识、巩
固薄弱点，而是要赋予学生面对未
来的能力。只有教师才能从学生成
长规律着手，走进学生心灵，发掘出
符合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据此进
行教育的设计和资源的配置，才能
达到最好的教育效益，作出机器人
老师无法计算出的学业规划。也只
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感觉自己得到了
应有的尊重，进而发展出最好的品
质和素养。

就像撒贝宁在《开学第一课》中
举的例子：“下围棋，‘阿尔法狗’
赢了人类，可能我们会因为遗憾
而流下眼泪，但是‘阿尔法狗’就
算赢了棋也不会笑。”在人工智能
盛行时，人们对于精神共鸣的向
往更加强烈，群体的归属感让学
生更容易被老师的言行示范打动。
未来的教师一定不是简单的知识传
授，而是和学生一起成长，是学生学
习的咨询者、指导者、参与者、陪伴
者和帮助者。

ChatGPT来了，
教育的“预言”
要实现了吗

□赵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