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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花钱多，毕业出路少

为啥那么多人还去考
本报记者 秦国玲 周锦江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在问及艺考学子对于艺术的见
解时，十有七八会答复“受文化课
成绩所限”。“300多分的成绩，只
能走曲线。”来自滨州的学生梁晓
敏坦言，自己在高中之前学习成绩
都很好，但上了高中之后，慢慢地
感觉力不从心。

在7岁刚上小学的时候，梁晓敏
就拿着半人高的萨克斯管在父亲的
陪伴下奔走于一个老师的家中。每
次2个小时，一次180元。刚开始因
为孩子的好奇心，进步很快，每当
家里来人，她总是在父母的建议下
拿出萨克斯管吹一两首曲子，便能
收获满堂喝彩。每当学校有什么文
艺节目，她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
点。

但随着上初中，课业负担加
重，这一兴趣爱好也逐渐被搁置。
“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成绩仍然在
班里排在后边。”梁晓敏有些苦恼
地说，小时候的优越感渐渐消失不
见，她也从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天
才”变成一个普通的孩子。

到了高二的时候，每一次摸底
考试成绩都只有300分出头，甚至连
超常发挥的情况都少得可怜。在和
父母亲商量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对
策，就是马上学习一门艺术门类，
以保证可以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梁晓敏就
不再多上课了，而是找机会去和老
师学美术。儿时随便画个东西都被
家长和老师夸奖一番的岁月不再，
自己花了四五个小时画一个花瓶让
老师一点评竟一无是处。

大多数家长说，孩子出来能干
什么她并没想过，只想让孩子先有
个大学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艺考的门槛越来越高

2012年，潍坊本地不少培训机
构发现，在本地进行集训的艺考生
并不是很多。“学生都出去集训
了。”潍坊七中老师告诉记者，现
在学校里的艺考生要等到艺考之前
才能返回。据悉，潍坊七中每年都
能为各大美院等名校输送优秀学生，
每一届的考生也都向往着这些名校，
所以一般有条件的考生都会提前定
好他们要报考的学校，过了暑假他们
就直接奔着北京去集训了。

出去集训的艺考生远不止这
些，王金明美术学校的孙老师告诉
记者，目前在学校学习的艺考生只
有60多人，“有条件的一般都出去
了。”孙老师说，潍坊之前的艺考
生培训大多都在本地，当时培训班
都开了四五个，但最近几年，越来
越多的学生愿意往外地跑。

艺考生王姿告诉记者，高三上
学期自己就拿着爸妈出的钱去北京
了，在中央美术学院附近参加的辅
导班，“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参加
培训班的费用，住宿费、饮食费
用，花了两万多。等到现在参加各
个学校的考试也是一比不小的开
支，“路费、住宿费，加上买笔买
颜料，又花了好几千元。”

“很多人都是到了高二分班
后，觉得自己文化课可能不行了，
才拿艺考搏一把的。”来自莒县的
考生冯玉豪考生说，其实她认识的
大多数艺考生都是“半路出家”，
然后到济南、北京等地参加培训，

基本上有钱的都出去了，整个学期
都不见人。

陪考父母是

最坚强后盾

不管是出于什么愿景来考艺术
类专业，陪考的父母们都是最坚强
的后盾。为了让孩子不为食、宿、
行等问题分心，父母们帮着排队报
名、找旅馆、买饭，考生心情不好
的时候还要克制自己的失落情绪安
慰他们。在新华中学考点，来自聊
城的考生家长高女士已经等了孩子
两个多小时，为了让孩子在考试结
束后，顺利吃上一口热乎饭。

在富华国际会展中心，青岛66中
的范书昊正忙着挑选学校。范书昊学
习摄影，而他春节前就已经在老爸的
陪同下到南京考了俩学校了。范书豪
的父亲陪着儿子在南京呆了一周，年
后，又在省内继续报名考试。

为了艺考能有个好成绩，学习
摄影的范书昊和父亲没有少花钱。
“单反穷三代吗，现在这一个月都请
假出来陪考。才不到一周就感觉累
啊，孩子累，我更累。”在他看来，艺考
既是考学生，也是考验家长。费钱费
力费时间，都是为了圆孩子的大学
梦，范先生一遍无奈的苦笑。

四年之后前途在哪呢

现在挤破头的报艺术类学校，
但四年之后呢，前途在哪里？艺考
生录取分数低于普通文理科考生是
艺考生“半路出家”的主要原因。
而无论考生还是家长，大多数人都
很清楚，艺术类考生的就业面比较
窄，市场的需求也比较少，今后对
口就业的几率很小。

根据经验，艺考生在参加艺考
前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专业训练
过程。如果考生对艺术没有兴趣，
就无法投入训练，也难以收到效
果。即使个别对艺术没兴趣的考
生，靠“临阵磨枪”侥幸考上了艺
术类专业，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也会
举步维艰。把艺考当成高考跳板的
考生，谈不上热爱艺术，更不用说
具备扎实的艺术专业基础和深厚的
艺术修养了，学习起来自然吃力，
今后的发展前景也是问题。

“目前美术类专业的毕业生
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业内专
家对记者说，“由于一般设计类的
艺术扩招很快，所以就业率在逐年
降低。绘画类的毕业生很多只能去
当老师，而去做自由画家，那就更
难了。

据记者了解，就算由高一开始
半道学画，高中三年学下来最少也
得花10万元，而考上大学之后，一
般美术类专业的学费都在每年学
费、住宿费都在一万以上，再加上
绘画材料、学习资料方面的支出，
算下来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门门槛槛越越来来越越高高，，培培训训机机构构生生意意越越来来越越火火。。（（资资料料片片））

学这个并不是热爱艺术，只是为了
能用更低的分考上大学，这是多年来很
多家长和考生选择艺考的原因。但是随
着各大院校纷纷扩招，培训费用翻着番
上调，艺考之路已经成为一条投入非常
高、回报摸不着的危险之路。在普通大
学毕业生就业都很困难的当下，静下心
来想想，如果仅仅是为了上个大学，再
在这条独木桥上挤下去还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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