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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谨 活 泼 的 教 育 思 享 课

千千里里赶赶考考，，只只为为三三分分钟钟面面试试
近半数女生微整形，考官多能识破

文/片 本报记者 郭立伟
实习生 胡顺天

坐 18 小时车赶考

凌晨 4 点起床化妆

“本来可以读更好的学校，
可惜心理素质不过硬。”播音主
持专业的陈康，正在济南某本
科高校读大一，想起今年的艺
考经历，他来回念叨最多的，就
是这两句话。陈康说，自己不是
败在了能力上，而是心理素质
太差。陈康目前的专业授课老
师告诉记者，“以陈康的真实水
平，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
院可以冲刺一下，上海戏剧学
院、浙江传媒学院应该不在话
下。这四所学校他都报考了，都
没考上。”

2016 年的艺考时间是从 2
月 13 日到 29 日，从 23 日到 27
日的五天时间里，陈康在青岛
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了三次，
包括乘坐单程 18 个小时的长
途汽车两次。23 日，陈康在上
海参加完上海戏剧学院的初
试，24 日凌晨便紧急乘坐飞机
赶赴浙江传媒学院在山东青岛
设的考点。青岛这边还没考完，
24 日下午上海戏剧学院复试
通知便提前出来，复试时间定
在 25 日下午，完全打乱了陈康
的计划。由于临时预订机票太
贵，火车买不上票，陈康在青岛
考完后下午立刻坐了 18 个小
时的长途汽车，25 日中午到达
上海，下午参加复试。上海复试
完，陈康又马不停蹄坐了 18 个
小时的长途汽车，26 日返回青
岛，27 日参加浙江传媒学院的
复试。

“别人都说播音主持是‘排
队两小时，面试三分钟’，这还
没算上两地往返的时间。”陈康
苦笑，千里赶考，由于连日奔波
劳累，陈康在上海的考试发挥
并不好，“浙江传媒学院的复试
刚要开始，上海戏剧学院的复
试结果就出来了，跟我一起排
队的哥们儿通过了，我没过，心
理落差特别大。艺考高度紧张
期间，容易形成连锁反应，关于
考试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容易
让你的情绪土崩瓦解。”而中国
传媒大学的考试，由于路程奔
波，陈康到考场稍晚些，便被挡

在了考场外，虽后来如愿参加
考试，效果也并不理想。

陈康的分析得到了山东飞
翔教育集团播音主持指导老师
亓萌萌的认可，在 15 天左右的
艺考期间，学生平均每天要考
1-2 个学校，排队 2-3 小时，播
音主持的考试只有面试，而面
试时间只需要 2-3 分钟。“很多
学校当天考完，第二天就在学
校门口发手写体的红榜，通知
哪些学生过了初试，女生每天
早上 4 点起床化妆，带着妆去
看榜。过了的学生欢呼雀跃直
接带妆参加复试，没过的同学
只能在妆容掩盖下带着失落的
心情奔赴下一个考场。”

播音主持面试即兴发挥的
比例很大，丝毫的情绪波动都
会影响整个状态的发挥，亓萌
萌建议，考生一定要根据各院
校的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好行
程，失落的情绪要及时摒弃迎
接下一场挑战。

“明星脸”不一定适合

传媒类院校

据了解，播音主持的考
试项目，一般由自备稿件、即
兴口语表达(包括即兴评述和

模拟主持)、指定稿件(包括新
闻播报、诗歌或散文朗诵 )等
组成，不同院校层次会有区
别，一些著名高校甚至会分
为初试、复试、三试等。由于
播音主持只有面试考核，所
以对形象的要求尤为高，不
同的院校根据本身的定位不
同，可以分为传媒类、艺术
类、综合类等。

“传媒类院校更偏新闻性，
将来侧重培养新闻播报、新闻
评述方面的人才，而艺术类院
校将来可能会倾向于综艺节目
的主持等，要求思维能力、应变
能力非常高。并且，综合类院校
对文化课的分数要求普遍较
高。”济南某高校播音主持专业
林老师介绍。而从形象上来说，
如果男生国字脸、女生新闻脸，
指导老师一般会建议报考传统
的传媒类院校，而如果考生外
形比较洋气，有“明星脸”的影
子，老师一般建议报考艺术类
院校。

“但技巧终归是技巧，无论
是播音主持的发音方法，还是
应试，考生除掌握技巧方法外，
内容还是王道。”林老师强调。
这一点亓萌萌也表示认同，“一
定要关心时政大事，对热点新

闻事件要有自己的观点。”亓萌
萌表示，一些传媒类院校，比如
中国传媒大学，考试的形式越
发新颖，像主题讨论、看图片即
兴评述等，都需要新闻知识的
积累，“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注
重学生的文化素养，一些学校
还会考查学生对古诗词和传统
文化的记忆等。播音主持的发
展方向，不是当花瓶，而是要有
真内容。”

济宁新雅教育集团的校
长柳洋则直接建议，艺考生
在考试之前，至少完整地读
过一本世界名著。因为面试
中的即兴评述环节，重点考
查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
言组织能力，“文学名著中的
故事情节丰富，语言经典有
韵味，对学生的内涵塑造帮
助很大。考官看重的形象，不
只是关注外表，而是学生的
气质和功底。”除此之外，柳
洋建议多看主流媒体对新闻
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培养新
闻人的基本素养。

为挑“战袍”满城逛

40%-50% 女生微整形

由于播音主持对形象要求
较高，不少学生在穿衣和外貌
方面绞尽脑汁，力图为自己的
面试“加分”。

亓萌萌还记得近几年她为
五六十个学生采购衣服的情
景，“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穿衣
讲究，比如方脸搭什么衣领更
符合气质，什么质地更称孩子
的性格，这些都要考虑到。”在
准备艺考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亓萌萌便与考生奔波于各大商
场、网店、服装店，为学生搭配
衣服，“每个学生至少要准备两
套衣服，尤其是女生，一套阳光
活泼符合学生气质的，另一套
是量身定做的西服，一天下来
能逛遍全城。”

虽然形象印象分没有统
一的标准，但在这面试的三
分钟里，考官的综合权衡下，
大部分形象印象分会占一定
的比重，有的分数会直接加
到“自我介绍”里。为了获取
良好的形象印象，除了穿衣
打扮、个人气质等因素，不少
学生也会为提高自己的颜值
费尽心力。据柳洋介绍，他接

触的播音主持专业中，为了
让自己形象更好，做微整形
的女生越来越多，包括割双
眼皮、垫鼻梁、打玻尿酸等。
正在山东青年政治干部学院
读大三的陈蕊学习播音主持
专业，业余时间也在一些培
训机构担任艺考助管，作为
女生，她表示，“微整形的女
生比例这几年能达到 4 0 % -
50% 。”但无论是柳洋还是陈
蕊，都不建议高中生进行微
整形的冒险。

“其实很多面部的瑕疵，现
在用化妆基本能够修正。考官
并不傻，整形后基本都能看出
来。”亓萌萌说，她见过很多考
官，学生进场考试时，眼睛连抬
都不抬，但是当学生一张口，考
官的视线立刻转移过来，“考官
这就是被学生的声音吸引了，
形象很重要，干净清爽、干练大
方就可以了，但声音和专业功
底同样重要。”

毕业于聊城三中，现在在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的大二
学生尹延振建议，个人的行为
举止同样重要，“在进行考场准
备时不要为了突出自己而做很
多过分的举动或言谈以引起大
家的注意，在进考场时不要跑
步进入，要大方、沉稳、自信地
踏入考场中央，向考官们鞠躬
问好，待征求考官同意后介绍
自己。”

据了解，目前做微整的学
生中，不少是为了提升自信，

“有些学生觉得面部某些器官
不够完美，就想做一下微调。如
果能提高命中率，现在很多家
长也表示支持，但是播音主持
专业的录取率偏低，一些微整
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考生一
定要仔细权衡。”陈蕊表示。

另外，亓萌萌建议，学生在
应试过程中也注意规避自己的
短处，比如，如果考生自己个子
不高，就不要跟身高超过自己
的女生一起排队，知道自己的
强项不是形象而是思维和专
业，就尽量和形象普通的考生
一起。

(应受访者要求，陈康为化名)

艺考中的一些专业，有的不仅需要专业功底，还需要颜值，比
如播音主持类，考试只有面试，不仅要靠才华，还要“看脸”。所以，
有的艺考生为了保持身材刻意减肥，甚至有不少的学生去做整形
或微整形。

专家建议，面试中的“形象印象”，不只是看颜值，学生的气质、
内涵更重要，随着对文化课的重视，很多学校对艺考生的专业功
底、知识积累提出了远超于“颜值”的要求。

■关注艺考推介会

学生在进行发声练习。

□出 品：教育工作室
□设 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穆 静
□美 编：郭传靖

全全媒媒艺艺考考推推介介会会网网络络售售票票上上线线
齐鲁晚报推出的又一教育主打产品，明年1月1日-3日在济南举行

本报济南 11 月 27 日讯(记
者 郭立伟) 2017 年 1 月 1 日

到 1 月 3 日 ,由齐鲁晚报主办，
山东传媒艺术教育联盟承办的

“山东省首届全国高校艺术类
专业推介会”，将在济南举行。
大会将邀请百余所高校 (含
211、985、31 个独立重点本科、
师范类、综合类等各层次高校)
的百余位专家教授、招办负责
人参加。

从 11 月 20 日开始，艺考
推介会工作组组委会陆续开通
了网上售票渠道，目前已售出

门票 1000 多张，有需要的考生
请及时购买。目前，已开通两个
官方售票窗口：一是淘宝唯一
指 定 售 票 店 ( h t t p s : / /
shop116530526 .taobao.com )，二
是济南世博票务：( h t t p : / /
www . j i n a n p i a o . c om/ t i c k e t _
2030 .html)。考生网上购买的门
票均是实体票，淘宝购票包邮，
世博票务需要考生补邮费差
价。已经购票的考生通过快递
形式陆续寄送，请耐心等待。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 点开
始，考生可以拿实体票领取票
封(含推介会现场情况)，持票封
及门票进场。为方便考生网上
购票辨别真伪，考生可以注意
观察售票窗口的推介会 LOGO
和会徽。

推介会当天,主办方还将为
考生免费发放由齐鲁晚报出版
的《 2017 山东艺考指南》特刊 ,
特刊内容包括 2017 年艺术类

“校考”招生政策、院校简介、招

生专业、报名信息等考生关注
的信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充分
的信息咨询和校考应考指导。

本报将对艺考推介会进行
融媒报道,通过报纸、客户端、网
站、微信公号等发布活动信息。

会务咨询:翟圣楠 0531-
88892193 18766810514 ；刘璇
15169120315。第三方合作机构
及《 2017 山东艺考指南》合作 ,
请拨打 0 5 3 1 — 8 5 1 9 6 1 9 7 或
15206666946 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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