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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艺考大战再次打响，曲师大戏剧文学专业65个名额引4400人竞技

竞竞争争压压力力更更大大，，““速速成成者者””难难赢赢
12日至14日，曲阜师范大学艺术专业考试拉

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考生汇集于此，通过在
台上几分钟的努力，赢取一块迈入大学的“敲门
砖”。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考生只学了半年甚
至三个月就来赶考，但在逐年加大的竞争比例面
前。这些“速成者”前景并不乐观。

13日，济南考生高雅
轩、杨乘琳和张鲁哲早早
来到曲师大体育馆外，手
里捧着八宝粥，借以驱散
一丝寒意。专业考试即将
开始，她们脸上并没有明
显的紧张，相互聊着天，
精致的妆容和夸张的睫
毛、眼影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选的是健美操
专业，之前在济南和潍坊
已经参加了两次考试。”
高雅轩说。另一侧的体育
舞蹈专业侯考区内站满
了等待考试的学生，工作
人员挨个查验准考证等
材料后，他们才能进入考
场。记者看到，一组组考
生在引导员的指引下，在
更衣区、综合素质测评
区、成套动作测评区有序
流动参加考试，直至完成
全部项目再由引导员送
出考试场地。健美操考试
现场，每位评委面前都有

一台平板电脑，考试使用
现场评分系统，每位考生
考试时评委现场打分，考
试结束几分钟就可以拿到
自己的成绩单。据学校招
生就业处工作人员介绍，
曲阜师范大学所有专业的
评委均从省外高校聘请，
同时采用现场评分系统，
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

据了解，曲阜师范大
学今年招收14个专业的
艺术生，专业考试分别于
曲阜校区和日照校区进
行，曲阜校区的考试在10
日至15日。其中，戏剧影
视文学专业招收65人，共
4400余名学生报考，比
2013年时增长了近一倍。
另外，书法学专业招收50
人，1600余人报考，体育
舞蹈和健美操两个专业
分别招收40人，共吸引了
1880人报考，均比去年有
所上升。

65个招生计划，4400人报考

小田和小蒋是临沂
老乡，也是拉丁舞舞伴，
这次两人同时报考了曲
师大体育舞蹈专业。“我
学了一年半，当初报名
就是为了应对高考。”小
田说，自己没有舞蹈基
础，刚开始接触时吃了
不少苦头，但是随着动
作的愈发熟练，慢慢地
发现自己竟然越来越爱
这项艺术。

形体考试现场，考
生们需要根据老师指令
做出相应动作。仅一个

“劈叉”动作就难住了不
少男生。不是双腿无法
贴合地面就是上身无法
挺直，无一不显示出他

们的基本功不够扎实。
记者了解到，不管哪个
专业，多数考生都是半
路出家，在培训机构学
习一段时间就来参加考
试，甚至有个别考生只
学了三个月就来赶考。

“近几年艺考逐渐
升温，考生质量也越来
越参差不齐。”曲阜师范
大学招生就业处一位老
师介绍，在如此激烈的
竞争中，基本功不到位
很难获得优势和认可。
他建议考生和家长不要
盲目选择艺考，虽然通
过艺考可能步入更好的
大学，但还需考虑毕业
及就业等诸多因素。

学了仨月就赶考，速成者不少

考试中可以一眼看出，考生们的基本功参差不齐。

为博考官眼球，一位考生专门设计了独特的发型。

文/图 本报记者 马辉 贾凌煜

□本报评论员 马辉

又是一年艺考时，艺
考大军又上路了。其中能
够如愿的毕竟还是少数，
多数人只能沦为陪考。为
了步入理想的大学，考
生中不乏“速成者”，临时
学上几个月就来赶场，
既盲目又不切实际。

心怀明星梦、大学
梦，莘莘学子抑或他们
的家长寻找着通往大
学的捷径，艺考这条路
越来越“挤”了，北电、
中传、中戏这样的“拔
尖”院校，艺考淘汰率
高达99%，堪称“独木
桥”。大量考生执着朝
艺考路进发的同时，需
要一些“冷”思考。

艺考越来越热，考
生们看重的就是较低
的文化课分数要求。不
少考生因为学习成绩
不佳临时加入艺考大
军，突击训练“技能”，
艺术培训机构赚得盆

满钵满。但艺术之路并
不适合所有人，很多考
生则刚刚接触就参加
考试，不看就业前景、
不顾个人爱好，仅仅是
为了步入大学校门。

结合自身优势特长
选择专业，才是最为合
理的选择。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镁光灯下
的光鲜毕竟只属于少数
人，背后有着多少努力
与辛酸。实现“明星梦”
并非短短几个月内就能
一蹴而就的，盲目的跟
风实在是得不偿失，拿
自己的前程做赌注，还
不如踏踏实实备考。

笔者认为，高中学
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应该
端正艺术教育理念，不
要对一些学习成绩较差
的学生采取简单引导的
方式，将他们撵上艺考
之路。不再追求升学率，
强化专业管理、营造良
好的艺术教育氛围，才
是应该重视的问题。

等候考试时，一位考生对着双手哈气取暖。

艺考正热

但需“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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