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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科目学校没人教，考生依赖辅导班

一一所所高高中中3300名名艺艺考考生生全全都都报报班班

“学生的艺术教育出现断裂，
原因在于初中是个洼地。”风塘少
儿艺术教育培训学校创始人毕风
塘认为，对艺术感兴趣的孩子分
布在小学和高中两个极端，初中
生的艺术培养缺失了。

据介绍，小学阶段学习压力
小，家长会主动培养孩子的艺术
能力，但过了12岁仍能坚持下来
的不过十分之一。进入高中后，部
分孩子感觉文化课太差，就重新
拾起了小学时的兴趣，走上了艺
考的道路。

为了应对艺术课缺乏的情
况，我省制定了艺术教育普及计
划，未来初中生的艺术课程不得
低于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总课时
的20%。同时，未来要用3年时间打
造200所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保证中小学生的艺术课学习
时间。

另外，从今年开始，我省将对
中小学校和中职学校学生进行艺
术素质测评，测评结果纳入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记入学生成
长档案，作为学生中考和高考录
取的参考依据。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除了
完善中小学的艺术教育体系，让
艺术回归本源，还要推进艺术类
自主招生，进行招考制度改革，让
艺考生脱离“曲线高考”，才能回
归理性。

未来3年内

建200所艺校

常年不在校

辅导班成赢家

3月2日，在山东师范大学艺
考现场，来自泰安二中的艺考生
小李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高中有
30多个艺术生，涵盖美术、音乐、
编导、播音等专业，所有艺术生都
要到校外报班学习专业课。

在记者的走访中，90%以上
的考生都表示曾经上过专业课培
训班，有的还宁愿花钱常年泡在
辅导班里，根本不在高中上课。

三年前报考播音专业的马倩
表示，她当年的学费不过6000元
左右。而今年，来自淄博的朱雪晴
报的辅导班学费已达两万元。

“艺考花费大，真正的赢家其
实还是培训班。”一名在济南某艺
术培训机构担任会计的知情人士
透露，她所在机构每年招生二百多
人，学费收入将近五百万。“这个培
训班已经快八年了，艺考一年比一
年热，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

据介绍，培训机构每年的支
出多用在聘请高校老师上，即使
除去场地费用、支付给介绍学生
的回扣等，利润仍很可观。

艺术专业学习

高中教育缺位

记者了解到，尽管普通高中
艺术教学不如艺术学校专业，但
基本上都配有画室、音乐室、舞蹈
室等训练场所，师资力量也比较
齐全。学生为什么偏偏要花费几
万元到校外上培训班呢？

参加过2013年艺考，在长春
理工大学就读的刘晓表示，高中
艺术教学满足不了考生需求。两

年前她备战艺考时，班里所有艺
考生没有一个选择在学校的画室
里学习。

“其实这是把艺术教育推给
了社会，高中教育缺位了。”我省
某高中崔老师认为，由于长期对
艺术课程重视不够，高中很少有
水平较高的专业老师，学生学不
了东西，自然要找辅导班。

从去年的报名情况看，我省
艺考生超过了10万人，而夏季高
考报名人数为55万多人，基本上
每5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是艺考生。
这些学生的学习需求都被推向了
社会，而这本应是高中承担的，教
育体系不健全，缺失非常严重。

有些艺考科目

高中没设课程

“我报考的专业，高中根本就
不学，只能报班。”3月2日，艺考生
刘越告诉记者，她选择的是空乘专
业，高中根本没这个课程。经历这
种无奈的还有艺考生刘清。她选择
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但高中根本
没有老师给她讲过这样的课程，为
了在专业考试中能有上好的表现，
报辅导班也成了唯一的选择。

记者咨询了我省多所高中的
老师，在艺考涉及的十多个门类
中，这些高中基本都只开设和音
乐、舞蹈、美术相关的课程，其他
内容基本上都不涉及。

“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高
中和大学的教育衔接得并不好。”
我省一所高校的招办工作人员认
为，艺考并不是要靠学生有多高
的专业能力，而是考察有没有这
方面的潜质。但在应试教育下，这
个目标很难实现，这样是造成高
中和大学教育脱节的原因。

“我也想在学校学习，可根本没有老师教啊。”3月2
日，我省艺考逐渐进入高潮，由于高中教育在艺术培训
中缺位，加上和大学招生脱节，占考生总数1/5的艺考
生专业课只能依赖培训班，培训班成了最大赢家，不少
培训班年入四五百万。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单文怡 徐宁

又到一年艺考时，街头随处可见拖着行李背着画板的艺
考生。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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