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考大军中，艺考生陪考家长更显淡定

有了艺考经历，这次轻松多了
本报记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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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岳女士说，高中之前
小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初中毕业时顺利考上济
宁一中。然而到了高二，
小汤成绩总在400分左右
徘徊，让岳女士十分着
急。无独有偶，选择走艺
术特长道路的考生，大多
文化课成绩不甚理想，期
望通过这条捷径进入理
想大学。小汤自小学开始
练习吹横笛，确定作为艺
考特长后，在济宁找了两
位老师进行辅导。截至目
前，小汤顺利拿到七所学
校专业课合格证。

除了专业课，艺考生
们的文化课成绩也很重
要，不同的学校录用考生
规则不同，有些专业课成
绩相同时，会按文化课成
绩由高至低录取。因为准
备专业课考试，艺考生们
升入高三就到各个特长
培训班进行集中培训，比
普通文理科同学少学九
个月时间的文化课程。3

月初结束专业课考试后
回校上课，为了在短时间
内把落下的课程赶上，他
们大多选择报名辅导班
进行集中补课。

在场外等待时，岳女

士收到一条短信，丈夫发
短信告诉她，儿子又通过
了一所知名高校的专业
考试，这让她十分兴奋。
然而考试快结束时，岳女
士掏出手机给正在家里
做饭的丈夫打电话，嘱咐
他中午不要将这个消息
告诉儿子，以免他过于兴
奋影响下午的考试。

“为了练出效果，孩
子用的乐器都是拜托老
师买的知名品牌，质量比
普通乐器要好很多。”另
一位艺考生的父亲告诉
记者，自从走上艺术生道
路，包括乐器费、各种培
训费，总共花费不计其
数，如果能进入理想的大
学，这一切都值得。

对艺考生和他们的
父母来说，孩子自此就是
一名艺术生，不知是好事
还是坏事，他们担心以后
孩子的就业道路会变窄。

“为了上一所好大学，只
能走这条捷径，在知名院
校接受的教育肯定有所
不同。”岳女士说，到时候
看孩子兴趣，再修一门双
学位或第二专业的课程，
这样大学毕业后就业面
能更广泛一些。

入校后

计划让孩子再修一门专业

8日上午9点半，文综和理综科目
考试开始半个小时，场外等候的家长
们陆续离开。而在树荫处，一排家长坐
着没有起身，有的手里拿着小扇子或
宣传彩页仔细看着，还有的在一起互
相聊着自己的孩子。

岳女士的儿子小汤是济宁一中的
一名高三毕业生，被分在一中太白校
区参加考试，虽然家就在附近，她仍然
选择在门外等到考试结束。小汤是一
名文科艺术生，从小喜欢吹横笛，现在

已经达到十级的水平。“儿子跟我说一
定要在门外等着，这样他才安心。”岳
女士说。

看着儿子走进考场，岳女士舒了
口气，想起之前陪他转战省内多个城
市参加专业考试的日子，仍然十分激
动。“当时选了十几所学校，因为考试
时间集中在半个月内，最紧张的时候
一天内跑了三个城市。”岳女士说，有
的学校考试时间冲突，只能选择放弃，
只要不是同时考试，儿子就报名，最终

挑选的十几所学校中，因考试人数众
多，她和丈夫全部上阵，帮助儿子排队
考试。那种感觉不亲自经历是体会不
到的，现在只是在考场内进行笔试，相
比之下孩子和父母都轻松了许多。

岳女士说，她是一名教师，当时正
处寒假期间，有时间陪儿子考试，而丈
夫则正常上班，特地请假一起陪着孩
子。“不陪着不行，考试压力太大，再加
上住宿、吃饭，儿子自己顾不过来。”岳
女士说。

为赶考，曾一天之内奔赴三个城市

高考季，陪考
忙。有多少考生在
考场内拼搏，就有
多少家长在考场外
忙碌着。大部分家
长如临大敌，艺考
生的父母们则淡定
了许多。在他们眼
里，有了之前的专
业课考试的经历，
这三天的文化课的
笔试已经轻松了许
多。

考场外，家长们翘
首以盼。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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