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 2022年以前的艺考生来说，线
上初试还是一个过渡环节，从 2022年开
始，几乎所有举办校考的艺术类院校，都
将线上考试放在初试环节，甚至部分院
校的整个校考环节都放在了线上。对于
2023年的艺考生而言，线上考试已成为
主流，考试形式的改变要求考生在日常
的集训中，将上镜考试放到重要位置，平
日就需要对线上考试进行模拟训练，特
别是在集训期间进行线上线下同步考
察，尽快熟悉线上考试的流程及步骤，全
面适应线上考试，争取在正式考试时可
以全面地展示自己的能力、水平。

因为相对较低的文化分数，社会大
众对艺考和艺术生有着不少偏见，认为

艺考就是走捷径的代名词。
“其实，这些都是对艺考的误解。人

生没有捷径，艺考也从来都不是上大学
的一条捷径。在艺术生的群体里，很多
学生确实是由于上了高中之后，发现自
己的文化课成绩不是很理想转而去投奔
艺术，这种想走捷径的想法虽然存在，但
是学习艺术的路同样困难重重。其实艺
考生和大部分普通高考生一样，都要付
出许多努力，认真学习专业课、文化课。
艺考生升学没有捷径，一样得靠自己的
能力。”多年指导艺考的郝老师说。

艺术生的高考录取，不像文化生一
样只需要凭借文化成绩排名即可，而是
需要通过文化高考成绩、艺术类专业成

绩等两个分数线，按照各省市或高校的
要求，按五五开、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
等不同模式计算加权分，最后再看加权
分进行排名录取。山西省高考填报志愿
专家、艺考校考合格证规划师武嘉老师
说：“艺考不是易考，艺术类也并不是差
等生的代名词。对艺术类院校来说，艺
考生考上本科院校，并没有获得多大的
降分优势，其中甚至有更多的高分考生
进入。”在“双减”和“素质教育”的大背景
下，对于艺考生的综合素养要求越来越
高，对于艺考生，大家要理性看待。

临近艺术类专业考试，无论是考生
还是家长，都应以积极平和的态度面对
高考。在高考的路上，从来无难和易之
分，每一个考生都是勇者，这份勇气就足
以让每一个人尊敬。

2023年艺考即将开始

不再“易考”

提高自身能力更重要
根据《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艺术类专业

考试将从12月起陆续展开，同时，艺考文化考试成绩提升至录取最低管理分数线的75%。《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
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也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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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
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

又是一年艺考时，“艺考越来越难”“艺考不再是捷径”的消息铺天盖地袭来，艺考是“捷径”的观点不再，艺考
政策、录取规则、录取要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成绩的提高提醒加入艺考大军的考生们——专业能力和文化
成绩同等重要。

对于正在备考的广大考生而言，艺考的报考难度虽然很大，只要付出努力与勤奋，必将在梦想的路上有所收
获。如何在新政策前提下科学备考？如何对今后的发展方向做选择……艺考之前，记者采访了正在准备艺考的
学生、专业老师等，为已经走上或今后要走艺考之路的学生答疑解惑。

1.帮助孩子调整好心态，狭路相逢
勇者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家长、老
师要帮孩子调整好心态，平常心复习，一
直到高考结束。孩子们寒窗苦读，每天
披星戴月，面对高考，肯定会焦虑、恐
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段时间要
陪着孩子一起面对，让孩子相信，命运能
看见自己每一份努力。成功是靠孩子自
己一点一滴的努力和坚持得来的。

2.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起居，做好饮
食卫生，保证孩子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
冲刺、参加考试。切忌时时处处询问孩
子的学习情况和模考成绩!

3.让孩子正确对待高考。人生任何
时候都是起点，只要坚持努力，坚持学
习，任何时候都不晚。活到老学到老，即
使高考结束，读了大学，后面还有考研。
让孩子知道，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的

加油站。
压力无所不在，每天可见，广大考生

面对压力不要回避，也不能视而不见，要
正确对待，应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认知
能力、应对方式和生活态度，做到合理地
宣泄紧张情绪及压力，把压力减小到最
低限度，以保证自我的身心健康。

（李婕）
据《山西晚报》

艺考涉及的专业种类很多，比如播音主持、
舞蹈、声乐、表演等，这些兴趣特长都在艺考的
范畴当中，大多数选择艺考的学生，要确立目
标，至少有一项能拿得出手的特长，在遇到困难
时勇敢面对，平和心态，有足够的准备让自己不
断变优秀。

常路加近期正在积极准备艺考，他走的专
业方向是空乘和影视表演。空乘专业除了自我
介绍外，还需要进行才艺表演，常路加从小学习
的萨克斯便派上了用场。近期疫情，不能去学
校，他在家给自己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早功、
发声、舞蹈、形体、台词、表演、声乐样样不落。
他说参加 2023年艺考的往届生很多，压力是会
有，但是也能很快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文化课
方面，常路加同学表示自己很有信心。对于专
业，他更倾向于空乘专业，目标是中国民航大
学，但是也会在统考后去参加一些影视表演的
校考，“多条腿走路总是没错的。”他说道。

董昊洋在中考失利后便开始考虑高考走艺
考方向。从小提琴专业转到手风琴专业，他付
出了很多努力。12 月 11 日要参加乐理和听音
的考试，他目前针对这两项在做练习。他想考
武汉音乐学院，面对目标大学，他也做足了功
课。他说，武汉音乐学院每年招手风琴的人数
是 5人，2020年因为疫情只招了 3人，今年报考
手风琴专业的是 30 多个人，按照以往惯例，文
化课自己差不多能考到 400 多分，所以只要专
业课成绩考到前五名就肯定能被录取。

韩飞涛在今年 3月份决定走艺考的播音主
持方向，他表示自己文化课成绩平时差不多可
以达到 430 多分，这方面他并不担心。走艺考
专业是因为喜欢播音主持，平时自己会跟读新
闻联播、散文之类，目前主要针对专业方面内容
在练习。他的目标院校是成都理工大、西安外
国语和重庆大学，也会在统考之后参加浙江传
媒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考，“今年受疫情影
响，我针对线上考试技巧、内容做了充分的准
备，信心还是有的，自己多努力一点，考试时自
信心就会更大一些。”

对于考生而言，虽然艺考的报考难
度逐渐提升，但是积极备考、提前规划，
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时间，参加艺考的确
存在优势。

赵辰怡是今年参加古筝艺考的学生，
从初二开始，她就决定了走艺考这条路，

“一是真的喜欢弹古筝，二是自己的文化
课不太出色，在专业方面比较自信，走艺
考是最好的选择。”她说。面对临近的专
业考试，她表示自己压力很大，学琴多年
见过了很多优秀的同学，自己的自信心也
在一点点消磨，专业和文化课的双重压
力，让她心理处于崩溃的边缘。“除了专业
课的分数之外，文化课决定了我最后的结
果。我对文化课成绩把握不大，只能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她说道。目前她在积极
调整自己的心态，准备下个月的乐理和练
耳的考试，她的目标院校是师范类院校，

“像陕西师范大学，希望最后阶段的冲刺

见成效，考上理想的院校。”
教学古筝艺考生的闫欠玲老师表

示，“因为疫情反反复复，无法保证学生
的专业课时间，再者今年过年也比较早，
考试时间也会提前，留给学生们准备的
时间比较仓促。学乐器的学生如果高二
高三才决定走艺考这条路，开始准备曲
子的话，确实不占优势。”针对艺考难度
的增加，闫老师认为，走艺考这条路的学
生在高一的时候就要确定目标，选定曲
子，在平时的练习中就要抠细节，不能把
所有的工夫全放在最后集训的时间里。

对于艺考文化课成绩逐年上调的情
况，闫老师建议同学们也要从高一开始
努力，“有些学生可能专业不错，但文化
课分数不够，考不上大学比较可惜，所以

说文化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
2023 年、2024 年高考的同学来说，千万
不要对文化课掉以轻心，否则到时候拿
到了校考合格证却卡在了文化课，后悔
莫及！”

太原市艺术职业学校张敏老师也正
在为自己的学生进行高考规划。她的学
生都是从小学毕业就来到艺术职业学校
学习，专业课成绩都出类拔萃。因为侧
重专业课，如果参加高考，文化课势必会
成为他们的弱势。如今艺考侧重于专业
能力的考察，但对文化课的分数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艺校的孩子要想参加艺
考，他们就得早规划早准备，玩命地学文
化课才行，文化和专业两手都要抓，两手
都要硬。”

相关链接

艺考在即家长、老师要注意啥？

A 确立目标
让自己不断变优秀

B 难度提升 考艺规划要提前

C 升学无捷径 更要求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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