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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3日讯（记者
郭立伟） 3日，齐鲁晚报全

媒艺考推介会圆满结束。本次
艺术类高考推介会分为“模拟
考试”、“高校政策解读”、“家长
高校面对面咨询”、“大师课讲
座”等几个模块，涵盖文学编
导、播音主持、戏剧影视表演、
服装表演（模特）、空中乘务、摄
影摄像、舞蹈、音乐、美术等九
大艺术类专业，吸引了109所高
校、2000多名学生家长和50多
家培训机构参与。

据了解，推介会的几大环

节中，考生和家长最满意的是
模拟考试环节，“春节后就考试
了，考试之前这样模拟一下，真
的让自己心里很有底。无论是
考试气氛还是环节设置，都有
一种真正考试的感觉，自己甚
至有点紧张。”文学编导类考生
王晓茹说。

王晓茹的母亲最喜欢的是
大师课讲座和高校推介环节，

“大师课就像‘临门一脚’，很
多堆在心头的疑问，专家一
讲，我们就全明白了。高校咨
询的时候，老师们都非常热

情，问题解答面面俱到，这样
帮助孩子选择学校心里就有
数了，家长缺的是专业的指导
和建议。”

“来自全省各地的各专业
考生,可以在这次会上近距离
与心仪的学校沟通交流，通过
现场的才能展示认识自己的不
足和努力的方向，提前规划，更
精准地定位自己。推介会就是
齐鲁晚报搭建了一个平台，解
决高校和学生家长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济南六
艺影视传媒培训学校校长张福

起介绍。
在这次推介会上，不少省

外高校对山东省的生源质量表
示了认可。上海大学上海电影
学院的招生工作人员表示：“我
们新增了表演、影视摄影与制
作专业，非常欢迎山东考生报
考。2017年的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只针对山东省考生设置校
考，就是为了方便考生。”据了
解，高校的艺术与科技专业在
上海市以外计划总数是20名，
规定了山东生源不超过10名，

“由于山东生源太好了，往年招

录的基本都是山东考生，今年
为了平均一下，不得不制定了
这个规定。”

“山东省的考生基础非常
好，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平均分
比其他省份高出不少，非常欢
迎山东考生报考。”四川电影电
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何晓斌
说。在艺考推介会闭幕式上，何
晓斌也对本次推介会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三天的推介会，人
数众多，秩序井然，成绩斐然，
意义非凡，将会成为很多考生
人生的转折点。”

本报记者 郭立伟

“一年就招七八个，
你说你怎么报考”

1月1日开始，齐鲁晚报全
媒艺考推介会在济南召开，为
时三天。家在菏泽鄄城的冯女
士2日凌晨就开始乘车从家里
走。“雾霾太大，高速封闭，紧赶
慢赶到了。”从2日到3日，冯女
士手里捧着一个笔记本，碰到
胸前挂着橙色工作证的老师，
就上去跟人家聊天，一边问一
边记，像一个好学的学生。

冯女士的儿子小王是2017
年文学编导类的艺考生，3日上
午，听完最后一场大师课，老师
准备离开时，冯女士还拽着他
不放，“老师，您看我这孩子，考
四川传媒学院能靠谱不？”这个
问题，让讲课老师很头疼，“您
孩子平时学习成绩怎么样？专
业课模拟训练过吗？您知道投
档线是多少吗？”讲课老师反问
了三个问题，冯女士一脸茫然。
讲课老师说：“家长望子成龙的
心情非常急切，她应该先向我
介绍孩子的整体情况，我才能
根据学校往年的招生情况，为
孩子提供针对性建议。”

“你不是考生家长，不能理

解我们的心情，我真想拽着老
师问上一天一夜。”冯女士说起
来竟然眼里泛起泪花，“你知道
我做得最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吗？我去找大师算过卦，问孩子
能考上哪个学校。那么多学校，
一个学校一年就招七八个学
生，你说你怎么报考？”

在推介会现场，济南市民
张成忠是瞒着女儿来的，他的
女儿才刚读高二。和他不同的
是，现场不少考生是单独前来。
据了解，70%的艺考生在备考
路上很少能从家长或高中老师
身上获取专业报考建议，就算
有家长陪同，最多只能给予孩
子精神上的鼓励。所以，每年3
月份中国近百万名艺考生，大
多数是孤军奋战，他们中很多
人结伴而行，奔向一个又一个
自己盲目选择的院校，最后又
折戟而归。

两年间同一学校
分数最大能差100分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公布的数据，2016年山东共
有10万多人报考艺术类专业。
当年，我省夏季高考本科录取
率为44 . 3%，艺术类本科录取
率为39%左右。也是在这一年，
山东本科录取率数值在连续下

降后首次回升，但艺术类录取
率仅提高了不到1个百分点。

王阳是“二战”的美术类考
生，美术类统考成绩还未公布，
他也来到推介会现场，一方面
是想咨询学校的招生政策，另
外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假如
美术统考过不了线，他可以再
选择其他专业。

想起2016年的艺考经历，
王阳还是有点心痛。他2016年
综合分数是576分，失利的主要
原因是专业课成绩过低。其中，
报考的四川宜宾学院，2015年
的综合录取分数线是508分，王
阳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出来
结果后这个学校2016年的分数
线到了580分。“两年的分数线
相差太多，其他院校也出现这
样的情况，最大能差到100分。”

还有的考生为了了解自己
要报考的学校，需要不远万里
跑到大学所在地，甚至一天几
遍十几遍地打招生电话才能获
取相关信息。“虽然网络通讯发
达，但高校地域分布广、信息分
布零散、招生信息充实度不高，
而且专业性强，这就使报考信
息检索的难度和复杂性大大增
加。‘考得好不如报得好’，这种
现象艺考比普通文理考试更加
明显。”菏泽闻艺传媒学校校长
聂玉告诉记者。

在参加完推介会后，想报
考播音主持类的考生解天宇表
示，他想去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这一次最大的
收获是：“终于感觉自己不再是
一个‘局外人’。”他知道了几所
目标院校考试过程中的即兴评
述环节究竟是侧重新闻播报还
是散文朗读，了解了他们的录
取政策，大大降低选择难度。

已经走上艺考道路
开始羡慕普通考生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很
多人并不了解参加艺考需要准
备什么，有些人已经走上艺考
道路，反过来却开始羡慕普通
考生。

“很多人看不上空乘专业，
觉得我们就是刷脸。可是你知
道吗，我这副身材，是用魔鬼般
的训练练出来的，这就是我的
名片。”小严今年报考的专业是
空中安保专业，他刚刚结束模
拟考试，大冬天光脚光腿套着
羽绒服，额头却还冒汗，因为模
拟考试太“紧张”。高二之前，小
严还是160斤的“小胖子”，“我
之前觉得自己真的没希望了，
文化课成绩比较低，偶然的机
会，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就决
定走艺考的道路。”

空乘专业对身高体重有严
格要求，为了减肥，小严每天只
能吃早餐，喝特制牛奶吃全麦
面包，中午和晚上不能吃饭。

“饿了怎么办？”记者问道。“吃
水果、冲葡萄糖。”自从参加艺
考培训后，小严一个月就练出
了8块腹肌。在这一个月内，他
一天要做近千个俯卧撑，长跑、
仰卧起坐、深蹲、哑铃等项目轮
番上阵。

音乐类考生王腾则告诉
记者，艺考生所承受的，比普
通考生要多很多，“决定走艺
考这条道路后，才发现趴在教
室里专心学习也是一件幸福
的事儿。”据王腾介绍，从选择
培训机构，到请名师，艺考生
比普通文理考生多走很多路，

“以前贪玩欠下的功课，正在
慢慢还。为了获得名师的指
点，有时不是只交课时费就能
解决的，你需要跑很多趟。如
果你再想从高校那里获取一
点信息，比如北京的学校，你
就要前去拜访，有时候去很多
次，才能获取可靠的信息。”
王腾还表示，“非常感谢这次
推介会，让我们可以不用东
奔西跑，就能获取学校透明
的招生信息，而且还有高校
的教授专家，对我们的表现
现场点评。”

““大大师师课课像像临临门门一一脚脚，，一一讲讲全全懂懂””
本报全媒艺考推介会圆满结束，山东生源受高校认可

解决信息不对称，艺考生避免走弯路

了了解解了了录录取取规规则则，，感感觉觉不不再再是是““局局外外人人””

山东是艺考大省，2016年
共有10万多人报考艺术类专
业。近几年来，各高校招收的艺
术门类，也由起初的三个大类、
十几个小类发展到了今天接近
十个大类、几十个小类。报考日
渐复杂，录取率却有所降低，从
2013年开始，山东艺考生的录
取率在40%左右徘徊，比普通
文理类本科录取率还低。

对于艺考生，在高二从学
习文化课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
生的艺术领域，很容易面临考
生不懂，家长不懂，高中老师也
不专业的尴尬境地。解决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报考偏差，避免
艺考生走弯路，这正是本报举
办全媒艺考推介会的初衷。

1月3日，本报全媒艺考推介会现场，考生在咨询报考信息。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关注艺考推介会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