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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指挥简单易学，就报名了”
不少考生为文凭突击学习来艺考
本报记者 张萍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计
的数据显示，2013年山东省报名参
加艺考的人数已达10万之众，比去
年增加1万多人，其中半数以上学
习美术。记者了解到，不少考生选
择艺考并非出于爱好，而是迫于
升学压力。专家呼吁对待艺考应
该理性，不应盲从。

考前突击合唱指挥

只学了八节课
来自临沂的考生小李此次报

考的是曲阜师范大学的音乐表演
(合唱指挥)专业。据小李介绍，虽
然她小时候喜欢唱歌，但是她并
没有打算学习这一专业，仅是为
了能够升入理想的大学才踏上艺
考之路。

“学乐器的时间太紧，学舞蹈
需要基础，后来找人打听了一下，
合唱指挥简单易学，就报名了。只
要是对音乐节奏掌握得好，学起
来就不会太困难。”小李说。而从
学习到现在考试，她只上了八节
合唱指挥课。“我每天不停地打拍
子找感觉，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
了。”小李说。

记者了解到，像小李这种突
击学习参加艺考的学生不在少
数。临沂某高中的带队老师孙先
生告诉记者，不少考生都是艺考
前半年才开始突击学习乐器，速
成考生能占到五成以上。

七成受访者表示

为文凭而学艺术

在考场外，记者随机采访了20

位考生，其中表示希望今后从事相
关专业工作的仅占三成，七成受访
者表示只希望能够通过艺考上一
个好大学，获得一张本科文凭。

“没有本科学历，就业都难，
以后就业的机会就少，只能试着
走走艺考这条捷径……”考生刘
倩对记者说。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在曲师大
的一位评委老师，她表示，考生的
水平参差不齐，不少考生很明显
都是速成，没有深厚的功底，甚至
连简单基本的舞蹈动作都难以完
成。“对待艺考应本着理性的态
度，至少应该是出于兴趣爱好，而
不是盲目地为了应对高考而走的
捷径，否则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不
利。”该评委老师说。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小主持江荣雪，昨天是元
宵节，过完元宵节就算过
完年了，真有些舍不得呢！

气象台的阿姨告诉
我，预计本周日照市天气
以云系变化为主，本周前
期气温变化不大，部分地
区有雾或轻雾，周末受冷
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
市区逐日预报如下：

周一(2月25日)：多云到
阴，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
南风3～4级，2～7℃

周二(26日)：阴转多云，
南风转北风 3～ 4级，3～
11℃

周三(27日)：多云，北风

转南风3～4级，3～10℃
周四(28日)：多云转阴，

南风3～4级，4～11℃
周五(3月1日)：阴转多

云，南风转北风4～5级，1～
5℃

周六(3月2日)：晴到多
云，北风4级，-2～5℃

周日(3月3日)：多云，北
风转南风3～4级，-1～7℃

父母寄语：荣雪宝贝，
爸爸妈妈希望你在新的一
年健康茁壮成长。你的笑容
是我们最大的幸福。2013天
天开心，牙齿天天晒太阳。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本报通讯员 赵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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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气温变化小

部分地区有雾天

2月24日，记者在曲阜师范
大学见到了来自淄博的考生小
孙，她告诉记者，曲师大是她考
的第四所学校了。

提起四天来的艺考，小孙
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累，她每
天去一所学校参加考试，前三
天分别赶赴山东艺术学院、聊
城大学、临沂大学参加考试。

“这几天，我没吃一顿饱饭，没
睡一个安稳觉，一上车马上就
能睡着。”

小孙学的是声乐专业，高
强度的考试使她用嗓过度，引
发了咽炎。“昨晚到日照的时候
都已经9点多了，嗓子特别难
受，凑合着拿了点药吃了，真担

心会影响今天的考试。”小孙有
些忧虑地说。

小孙说：“考试时最痛苦的
是漫长的等待。天气太冷，我基
本上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轮
到。”在一所学校进行考试时，
为了短暂的四分钟的面试，她
排了 9 个小时的队。“当时穿了
12 厘米的高跟鞋，中午只吃了
几块饼干，进考场时感觉冻得
浑身哆嗦，哪还能发挥好呢？”

“看着长长的考试队伍，感
觉心里特别没谱，艺考真是太
难了。”四天的考试更让小孙觉
得不能松懈，必须加紧时间多
报考几所学校，以提高过关率。

本报记者 张萍

“轮到我表弟了，我紧张得
都打哆嗦了……”2月24日，在
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的考场
外，为了看一眼表弟在考场上
演奏萨克斯，王馨在考场外的
一个不足1平方米的小窗口面
前，苦苦等了两个多小时。

王馨告诉记者，看表弟的
考试表演，她比表弟还紧张，
直到看到表弟顺利表演完走
出来，她才长舒一口气。

王馨告诉记者，表弟是姨
妈家的表弟，因为她和表弟从
小一起长大，比亲姐弟还亲。由
于自己正在上大四，时间比较
充裕，就主动提出来陪着表弟
出来考试。“我姨夫姨妈是做餐
饮业的，走不开，表弟一个人参
加考试，我又不放心。”

艺考期间，为了让表弟少
吃点苦，走到哪里，王馨就尽力
为表弟提供好一点的条件，“住
的都是大型酒店或者连锁宾
馆，吃的也比较讲究，荤素搭
配，保证营养。另外，加上车费、
报名费，短短四天时间里，两人
就花了近3000元。”

王馨告诉记者，即使这样，
表弟的父母仍然不放心，有时
甚至开车过来探探班，帮着报
名什么的。“我姨夫姨妈每天都
要打十几通电话询问考试情
况，担心在外吃苦，才几天，话
费已经打了200多元了。”

“高考是一辈子的大事，
只要表弟能有个好成绩，我们
付出再多也值得。”王馨说。

本报记者 张萍

作为日照市唯一一所招收
艺术专业考生的本科院校，曲
阜师范大学自2月20日以来接
待了数以千计的艺考学生。这
些考生中三成有家人陪同考
试，其中绝大多数是女生。

小王是来自济宁的艺考学
生，由于考试需要，她自带古筝
进行考试。记者见到她时，化着
浓重的舞台妆的小王，身穿戏
服正在场外候场准备考试，古
筝和包则由其父亲拿着。

“从小没有远离父母生活，

也没有独立的生活经历。艺考
当然只能由父母陪同了。”说完，
她羞怯地低头查看考试档案。

受访的20名考生中，其中8

名有父母陪同，6名是女生。谈
到陪考，很多家长坦言，孩子没
有独立的生活经历，生活不能
自理，艺考是孩子的关键时候，
一定要在这时候照顾好孩子，
让孩子安心考试。“陪考是我们
家近2个月来最主要的事情。”
一位家长说。

本报见习记者 李清

应看长远发展

@张-小图：学艺术应出于爱
好，而不是单纯为了高考，否则以
后从事一项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
的工作是一种煎熬。

@王雨婷0308：多少人是被班
主任忽悠着去的?班主任为了自
己班里的升学率不顾学生以后长
远的发展。

是一条捷径

@蔷薇紫陌1990：通过艺考这
条捷径，能考上一个好学校是关
键，不过听说现在艺考也越来越
难了，祝愿这些娃娃好运！

@刘皇叔是也：当年我们学
校的第一名也参加了艺考，现在
她在北大。先上个好学校再说
嘛。

@求个编制：其实也要理解
这些艺考生的无奈，这些艺考生
一般学习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在当今的教育体系和高考制
度面前，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选
择，谁不想念个好大学？

@牟茜muxi：高中生选择艺
考倒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避免
了高考的拥挤，走一条阳光的独
木桥。我很多同学参加艺考，实现
了自己大学梦。至于就业嘛，这是
事在人为的事儿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官方微博
http ：//weibo.com/qlwbjrrz

@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又是一年艺考时。今年山东省报名参加艺考的人数已
达10万人，比去年增加1万多人。曲师大今年招收音乐专业考生160余名。据了解，
报名参加艺考的学生当中，不少是因文化课成绩较差，担心考不上一个好学校，
转而突击学习相关艺术专业。这个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等9个小时只为4分钟面试

一考生四天连考四所学校

表姐前方坐镇 父母后方指挥

艺考四天花了近3000元

艺考成一家人两个月来最重要的事

三成考生父母陪孩子考试▲一名考生在
考场外化妆准备，
后 面 是 陪 考 的 家
长。

一位家长在
考场外焦急守候。
本组图片 本报记
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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