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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文化课比重提升 考生如何应对
近期在紧张集训中的艺考生灵活利用碎片时间 借助“口袋书”和网课复习文化课

2024年艺考即将拉开帷幕，对于今年的艺考生而言，2024年注定不平凡。早在2021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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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适当提高艺术类文化成绩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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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改革在2024年落地，给不少学习成绩中游及
偏下的考生带来很大挑战。2024年艺考改革到底变在哪里？

艺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

艺考生们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口袋书巩固知识点。

青岛十七中的艺考生们正在紧张集训中。

/ 考生心声 /
紧张集训中用碎片时间巩固知识点

对于2024年艺考之路迎来的巨大变化，今年首
批“迎战”的艺考生，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紧张的专业
课考前集训。

记者在青岛十七中的艺术生集训点了解到，距
离艺考开考还有一个月，学校大约160位艺考生正在
统一进行考前集训。“来这里一个多月了，已经适应了
当下紧张的集训节奏。”高三14班学生徐佳宁告诉记
者，前年得知自己恰好赶上第一年艺考改革，开始心
里有些慌，后来仔细阅读了改革内容，并厘清备考思
路，迅速投入到文化课学习当中。“看到文化课分值比
重提高到50%，还是有些担心自己的文化课成绩，所
以在高二时就把大部分精力侧重到文化课学习中，上
课集中注意力，把每节课老师教授的内容掌握扎实，
更重要的是把各科基础知识打牢。”

备战高考，徐佳宁心中早已有了理想的目标学
校。“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四川美院，这几个学校的专
业发展比较适合我，能去哪一所都算圆梦。”谈起今年
的艺考文化课占比提高，经过两年来的自律学习，此
时的徐佳宁内心从容了许多。这两年徐佳宁根据自
己的备考规划，一刻不放松。文化课成绩一直稳居中
上等水平，最近几次考试，成绩都在490分至500分之
间。而面对这个成绩，徐佳宁也没有懈怠。专业课集
训虽然紧张辛苦，从早上8点起，到晚上11点甚至12
点，画笔不停，但并不意味着文化课就彻底放下。徐
佳宁告诉记者：“学校老师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口袋
书’，把每个阶段各学科的重难点系统地整理成学案，
并装订成册，这样我们可以在画画疲惫、想换换脑子
的时候，拿出文化课知识来复习，效果事半功倍。”

像徐佳宁一样，高三13班毕涵雪也对今年的艺
考改革并不担心。入学考试时，毕涵雪以美术班第7
名的成绩开启了高中学习生活。两年来，在得知艺考
改革之后，她一边保持专业课稳步学习，一边在学校
各科老师的培养下重点学习文化课。近几次的考试，
毕涵雪的文化课成绩保持在500分左右，对于这个成
绩，也为她报考中国美院树立了信心。“集训这段时间
也不会放松文化课，每天抽空看一点书本知识，哪怕
只是拿出来看看，也能保证文化课知识不生疏，等艺
考结束再回学校拾起来时，也能迅速上手。”

/ 老师支招 /
为考生准备“口袋书”及网课复习

艺考的变革带来了新的考试方式和录取标准，
对考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青岛十七中高三美术集备组组长卢姿含表示：
“从文化课占比30%到占比50%，占比的提升要求艺
考生在高考中掌握‘两手抓’的能力。”为了保障学生
两方面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在艺考期间文化课不掉
队，青岛十七中高三美术班班主任周芬告诉记者：

“为学生准备‘口袋书’，每周推送各科重难点知识
点，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期间，给文化课‘加温’。”据
了解，青岛十七中艺考生每年步入清华美院、中央美
院等知名学府的不在少数，能够保证如此出色的成
绩，得益于学校文化课与专业课兼顾的办学原则。
周芬表示，“口袋书”的效果已经在多届学子身上显
现，学生能够利用碎片化时间来巩固掌握高考重难
点及必考题型的解题方法。而准备“口袋书”，也是
学校各科老师，针对每年高考情况和艺考生学习情
况，量身定制的复习攻略。

而在另一所艺考大部队学校，青岛六中的老师
们同样也为考生准备了考前“锦囊”。“每周三、五，老
师会通过网课，给6个学科进行阶段性巩固复习。”青
岛六中高三年级主任张老师表示，同时，每个班的班
主任也会给学生留下“每日一案”的复习作业，并定期
到学生集训点查看学生学习情况，解答疑难问题。

面对艺考改革的变化，多位文化课和专业课老
师建议艺考生，至少要做好以下两手准备：首先注重
专业成绩、努力提高专业水平。各省艺术类统考增
加了文化课占比，专业课成绩越高百分比折算优势
越大（1分专业课成绩=2.5分文化课成绩），因此对
于专业课还不错，文化课一般的考生一定要走校
考。其次是主攻校考兼顾联考，增加上岸机会。
2024年艺考改革下，对准备用统考成绩报考院校的
艺考生来说，文化课成绩要求提高，竞争压力变大，
但对确定走校考且专业课不错的孩子没有任何影
响。而省统考则一考定终生，艺考生成败在此一
举。因此，建议考生们应多报几所院校的校考，在主
攻校考的同时兼顾联考，把握每一次可能被录取的
机会。

/ 变化解读 /
艺考改革重在提升文化课比重

近日，记者结合《指导意见》和省招考院公布的
《山东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
考试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梳理了一下几大变化
和考试重点。

公告显示，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要求，2024 年山
东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中的美术与设计类、书
法类、舞蹈类、音乐类、播音与主持类和表（导）演类
专业实行省级统一考试。考试形式为美术与设计

类、书法类专业采取笔试形式，音乐类专业采取笔试+
现场录制形式，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专业
采取笔试+现场面试形式，舞蹈类、播音与主持类、表
（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方向）专业采取现
场面试形式。笔试时间集中在 12 月 16 日和 17 日进
行，笔试地点为考生报名所在市。其中，12月16日进
行美术与设计类速写（综合能力）科目；12月17日进行
美术与设计类素描、色彩科目，书法类书法临摹、书法
创作科目，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叙事性作
品写作科目，音乐类听写、乐理科目。

而从今年开始，对于全国艺考生来说，也将正式迎
来新的改革。对于我省艺术考生来说，此次艺考之变，
主要变化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专业类别有变。2024年起，山东省艺术类招
生专业由过去的9个类别，重新划分为7个类别，分为
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
计类、书法类、戏曲类等7个专业类别。其中，将健美
操纳入体育专业测试。

二是考试形式有变。强化统考，取消校考。2024
年，新艺考专业的7个类别，除戏曲类外，其他6个专业
类别全部实行省级统考。原则上不再进行校考。个别
确需要校考的专业，一律在学校所在地进行，不再跨省
设置考点。

三是综合成绩计算有变。各专业类别综合成绩折
算当中，文化课成绩占比普遍大幅提高。像音乐、舞蹈
等专业的文化课成绩占比由过去的 30%大幅提高到
50%。这也是此次艺考改革对考生来说最重磅的变
化。具体折算办法如下：播音与主持类综合成绩=高
考文化成绩×70%+专业成绩×750/300×30%；书法类
综合成绩=高考文化成绩×60%+专业成绩×750/
300×40%；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
类综合成绩=高考文化成绩×50%+专业成绩×750/
300×50%。

四是平行志愿录取依据有变。2024年，凡使用省
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双
上线”基础上，均依据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实行平行志愿
择优录取。

五是艺术史论等专业考试科目有变。2024年起，
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
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高校
艺术类专业，直接依据高考文化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择优录取。这也就是说，这些专业变成了普通
高考，有意、有志报考这些类别的考生，一心学好文化
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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