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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人数爆满、辗转赶考、陪考九天……

一一位位艺艺考考生生家家长长的的陪陪考考见见闻闻
春节后，铺天盖地的艺考消息开始充斥各大媒体。颜值、梦想、爆满的人数、辛苦的赶

场……然而，在陪考的家长心里，这些都是浮云，孩子的前途，似乎只在这几天的一搏。
从2月13日到2月21日，我开始陪着今年高考的弟弟踏上校考之路。弟弟学的是美术，在

考过了今年的山东美术联考分数线之后，他和多数考生一样，要报考几个不以山东美术联考
成绩为考核标准，单独考试的学校，俗称“校考”。九天的陪考亲历和陪考见闻，让我深切地感
受到，艺考的压力比普通高考要大很多。

因为联考成绩不错，今年
年后弟弟报了8个学校。这在美
术考生中算是比较少的。弟弟
的同学中，考十几个学校的大
有人在。在考场上，我更听到报
了15个学校、17个学校的考生。
在济南艺术学校考点，一位淄
博考生家长无奈地说：“联考考
得不好，没办法，只能全力冲击
校考，多报几个学校提高命中
率呗！”

抱着这种押宝心态的不在
少数。因为艺术专业选择既要
考专业课，又要考察高考文化
课，很多学校按照文化课和专

业课综合考量。这也让考生在
选择报考院校时，要拉开专业
课高中低三个档次，又要拉开
文化课录取分数的高中低档
次。多数艺考生为了冲击提前
考试的专业课，已经近一年时
间专门培训专业，不在校学习
文化课，这就造成了考生对高
考文化课分数心里没底。为了
提高命中率，只有多考。

然而，动辄十几个学校的
押宝，也并没有让考生和家长
放松心态——— 每个考点的考生
实在是太多了！16日，在济南广
播电视大学考点，报考南京工

业大学的长长的队伍让我们心
里都直打鼓。考场工作人员透
露，当天有2000多名考生，而这
所学校只招收40个美术生。

百分之几的命中率，并不算
低的。考点设在潍坊的西安工程
大学，当天仅在潍坊商业学校的
考点，美术考场就排到了100多
个，每个考场四五十人，这样算
来，一个考点就有四五千考生，
连餐厅里都安排了考生，考点工
作人员说，因为潍坊商业学校
已经不开，还在潍坊护理学校
安排了另外一个考场。与此对
比的是，该校招生仅44人。

考生拼“百分之几”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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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彦慧

省外高校在山东设的考
点主要集中在济南、潍坊、淄
博、青岛四个城市。考生往往
需要在多个地方辗转赶考。2
月 1 9日，在济南艺术学校考
点，一位来自临沂的考生家长
告诉我，他们从前一天晚上刚
从潍坊赶到济南，当天考完这
一场，第二天要立即赶往青
岛。在我加入的一个艺考群
里，其中不乏三天赶了三个地
方的考生。“考点来回转，拿高
铁当地铁坐！”一个艺考专用

APP中，一位山东考生的吐糟
受到诸多点赞。

在省内辗转赶考，还算是
幸运的。弟弟的一位同学就是
在第一天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
考上海大学，考完第二天要再
飞回山东考试。

辗转赶考，艺考的花费实
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宾馆住
宿每天100元—300元左右，打
车每天也要几十元。而音乐考
生更甚，化妆、服装、车费，“真
是花钱如流水了！”在济南，一

幕两三人抬着庞大的西洋乐器
进考场的场景引起了诸多目
光。她的家长说，仅这件乐器的
搬运费用，就要一天千元。而在
考前，几乎所有考生都要到校
外的培训学校训练数月，费用
最低几万元。

除了经济支出，奔波考场，
对考生心理和身体都是很大的
考验。一位陪考母亲告诉我，她
的女儿在考了四之后，死活不
愿意接着考下去，“吃不好睡不
好，精神又紧张。太累了。”

“考点来回转，拿高铁当地铁坐”

文化分提高，招生反而收紧

其实，比考生更累的是家
长。在陪考的几天里，我每天都
是早上5点前起床，收拾东西、
通过软件预约出租车、检查考
试用具证件，在6点左右叫弟弟
起床、吃饭，然后打车赶往考
场。考试多是在8:30开始，预留

出近2个小时时间，因为考场周
围交通实在是太堵了！

2月14日，我们从济南泉城
广场附近打车到还乡店，离考
场还有近一站公交车的距离，
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而此时，排
队的考生已经从学校排到路口

又拐到工业北路，队伍排了约
600米。音乐考生更火爆。在济
南广播电视大学考点，一位济
南考生家长告诉我们，他从凌
晨2点就开始在校门口排队。

“音乐考生要按顺序考试，早点
考完这一场，下午还能考一个

学校。”来自莱州一中的刘向慧是
一名二胡考生，2月19日，她从早上
5点就开始在济南艺术学校门口排
队，那时，门口已经是人挤人了，学
校工作人员不得不站到桌子上维
持秩序。

在考场，随处可见席地小憩的
家长，在饭店占座一上午的家长，
拿着行李疲惫等待的家长。往往，
在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会迅
速切换到精神抖擞的状态。

艺考之所以如此火爆，其中一
个原因也是艺考文化分连年来不
断提高，考生们恨不得多报学校，
以防文化分被一些学校卡住。2014
年山东艺术类本科文化分数线文
科比2013年提高了20分，理科提高
了10分；2015年，山东艺术类本科
文化分数线文科比2014年提高了
12分，理科提高了9分；在2016年新
规中，艺术类本科分数线不得低于
本省二本分数线的65%。而与之相
反，艺考生报考越来越多，招生人
数反而越来越压缩。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的消息称，今年山东共有

104642人报考艺术类专业，较2015
年增加1271人，这是继去年增长
3300余人后再次增加。今年280所
省外高校来鲁设考点，较2015年减
少27所。

不断提高的文化分和文化分
占比，也让不少本是参加普通高考
的学生临时转成艺术生。在潍坊，
一位临沂的考生家长称，他的女儿
的文花课分数大约在600分左右，
本来普通高考，进一本院校可能不
太稳。在高三下学期，女儿突然要
转成美术生，因为考美术院校，她
的文化课分数基本能走名校。“幸
好学了半年就考过了美术联考，要
是没过联考，就得再转成普通生。”

可这样的考生，却让学了数年
专业的艺术生，反而成为艺考的弱
势群体。

▲21日，在山大（威海）艺术学院，一位考生在考场外练习曲目，家长陪
在一旁。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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