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迫于升学压力临时抱佛脚

近半数艺考生“半路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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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李
榕) “我们这拨人挺尴尬的，在
班上文化课不好，为了高考学艺
术，又被别人称为‘半路出家’。”
21日，艺考的文化课考试报名正
在进行，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艺
考生并非因为喜欢艺术，而是
为了考取更好的大学而做出的
选择。

“我是复读生，文化课成绩一
直不太好，高二下学期才临时抱
佛脚改学艺术的。”在解放中大道
附近的一家美术培训机构里，德
州二中高三学生徐立说，这是父
母帮他做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
像徐立一样为了高考临时转学艺
术的大有人在。德州一中高三学
生田小薇说：“一般到了高二下学
期，班上成绩在后三分之一的考
生都会提前打算，要么学艺术，要
么出国留学，但出国费用太高。”

在东风中路一家画室学习美
术的23名艺考生中，15名是在今
年暑假期间才报名学习的。“很多
家长来了之后就直截了当地说自
己孩子成绩不好，想通过这个考
大学。”辅导老师陈先生说，就德
州本地而言，每年希望通过艺考
上大学而临时转学艺术的考生能
占 所 培 训 艺 术 考 生 的 4 0 % 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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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教育局招生
办招生科科长王建鲁认为，受艺
考录取分数相对低的影响，一些
原本的普通文理科考生在高中阶
段“半路出家”学艺术，特别是从
2009年开始艺考逐年增热。“当
然，也不排除真正热爱艺术的考
生，但这部分人占少数。”

日前，中国科学院的一
份就业调查结果显示，在目
前大学生就业率最低的几
个专业中，艺术类专业首当
其冲。德州学院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的刘老师告诉记
者，艺术类考生的就业面比
较窄，市场的需求也比较
少。从招聘会上以及企业进
校园的招聘需求统计，招聘
艺术类专业的企业相对较
少，大部分艺术类专业的毕

业生难以实现对口就业，
“20%的音乐类、美术类毕
业生离开校园后会转行。”

“昨天还有三个学生过
来报名，我让他们回去考虑
清楚了再来。”马海东街一
家画室的负责人吴老师告
诉记者，有一定美术基础的
学生经过培训很容易就能
通过艺考，但是如果完全没
有基础，希望在短短两个月
的时间通过美术统考，几乎

是不可能的。
“完全没有音乐、美术

等艺术功底的考生不要盲
目踏上艺考。”德州学院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刘老
师表示，学生在报考时应从
自己的兴趣爱好、将来的就
业等方面考虑，毕竟大学里
所学的专业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一个人将来所从事
的职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榕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刘振 ) “敲门砖”、“考场风
暴”、“艺考神器”等带有此类
书名的艺术考试备考“小人
书”现身在市区多家中学附
近。2 1日，记者了解到，这种

“小人书”，美术考生几乎人手
一本，还有个别考生拿来作
弊。

21日下午，在德州二中附
近一家书店里，柜台上摆放着
三四十本大小不一的美术艺
考画册，这种“小人书”多数长
约7厘米，宽约5厘米，少的有20

多页厚薄，封面上印着“敲门
砖”、“考场风暴”等名称。

文化路上一书店店员透
露，每年临近艺考，这类书就
买得特别火，几乎每天都有学
生过来询问，平均一天能卖出
将近30本。“现在就剩下这些
速写本了，油画、水粉的都卖
断货了。”来买书的高三美术
生小张说，这种书在班里基本
人手一本，很多人考试时就掏
出来临时“借鉴”，还有同学把
画册里的彩图剪下来，准备悄
悄带进考场。

德州二中教高三美术的
王老师介绍说，如果将这种资
料带入考场，考生的考试资格
就可能被取消。

艺考小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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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盲目走上这条路

艺考文化课考试报名现场排起了长队。 见习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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