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巫慧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郭利琴

D06/D07 人才公社·特别报道 2012年2月13日 星期一

艺考，为梦想也为现实
从2月1日中国传媒大学率先拉开艺考大幕，北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高校陆续开

始了现场报名、确认和专业考试，考生们也开始了不同考场之间的奔波赶场。从今年
情况看，艺考继续延续了火热的势头，知名院校的报名人数都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多院校新增专业

今年，北京电影学院、北
京舞蹈学院、中央戏剧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专业设
置方面有所变化。

北京电影学院 2012 年
新增了表演教育专业。北京
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介绍，
2012年的招生增加了对产业
发展急需人才相关专业和方
向的招收名额，比如电影院
线管理、电影经纪人。招生
专业和方向也做了较大调
整，加大了数字技术人才专
业方向的招生人数，声音特
效、数字媒体、电影特技设
计、虚拟空间设计等专业，过
去都是隔年招生，调整后，改
为每年招生。

今年，北京舞蹈学院则
在芭蕾舞系首设“芭蕾舞表
演人才实验班”，招生 26 人，
该实验班是北京舞蹈学院与
中央芭蕾舞团为培养高层次
芭蕾表演人才而首次推出
的。北京舞蹈学院将针对实
验班构建注重表演实践和创
新能力的“2+2”培养模式：
即两年在校学习，两年在团
实习。2012年该校不同院系
招生名额略有变化。

此外，今年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系增设中国儿艺班。
而电影电视系的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也恢复招生。

2 月 1 日率先开考的中
国传媒大学今年也增设了音
乐学（声乐表演方向）专业，
同时，原导演和导演（剪辑艺
术和技术方向）两个专业由
交替招生改为同时招生；考
试方面，音乐学专业、录音艺
术（音响工程方向）、录音艺
术（音响导演方向）、表演专
业等考试形式和内容进行
了调整。

目前中国传媒大学完成
了艺术类专业测试的复试阶
段。据该校招生办主任夏丹
介绍，一些专业的三试将于
三月初举行。

报名人数大增

今年中央美院首次启用
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系统。
与去年相比，报名人数大幅
增长，该校招办主任钟平告
诉记者，从统计情况看，今年
的网报人数超过了 3 万人。
各专业报名人数都有增加，
增幅最大的是书法、设计、美
术史 3 个专业，2011 年报名

录取人数比例为 24∶1。而
按照今年的报名人数计算，
录取比将接近38：1。

钟平分析，书法专业今
年取消了纂刻考试，因此吸
引了许多考生，包括一些学
习中国画、但没有篆刻基础
的考生。

再以中国传媒大学为
例，2012 年该校艺术类本科
专业共招生664人，比去年减
少 36 人。但报名人数达到
21000多人，其中最热门的播
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计划招生
100 人，报名人数高达 8200
多人，报考和录取比为82:1。

到记者发稿时，从北影
获得的最新信息显示，今年
网上报名超过2.5万，相对去
年约增长20%-25%。北京电
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表
示，虽然考生还没有到现场
确认，但这说明考生的增长
趋势。从院系情况看，截至2
月 9 日下午 5 点，文学系、导
演系和摄影学院2012年报名
确认已全面结束，总共达到
7662人次。以上三院系将于
2月12日率先开考。

加重考查文化课

近年来，艺考不断升温，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和
考生存在认识误区，认为艺术
类高校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不
高，因而将艺考作为一种捷
径。但从一些知名艺术院校
的反馈看，对文化素质的要求
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就电影学院而言，我认
为也会逐渐更多或更大比重
地在同等专业条件下考查文
化课程。”侯光明表示。据其
介绍，北京电影学院的若干
专业如录音系、摄影系、管理
系、影视技术系等艺术和基
础相结合，艺术和管理相结
合的院系，都是在考生符合
艺考基本标准的情况下，按
照文化考试成绩来录取的。
这些院系对考生的文化课成
绩要求也很高，甚至都在重
点线以上。

中央美术学院招办主任
钟平也强调了央美在招生时
一贯重视学生的文化素质，“从
入学后的情况看，文化课成绩
好的学生在专业课学习中表
现出的潜力也更大。”钟平说，
在实际录取中，录取的考生文
化课平均成绩在逐年提高，
专业排名也越来越靠前。

●熊丙奇，21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

据我了解，艺考整体的
报考规模已占到高考报考规
模的 10％以上。其中，有一
些确实是有艺术天分的学
生，但更多的则是走 “曲线
高考”路线，借此进入名校。

艺考为什么会成为“曲
线高考”呢？因为我们大学
艺术专业的招生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现在大部分仍是
统一笔试，应试似的考试，
能够让学生速成，而且大规
模的艺术考试也很难让老
师发现有艺术天分的学生；
而考试方式的改变，比如加
大自主招生，又使考试评价
的主观性很强，在当下很容
易牵扯到公平问题。这仿
佛进入了一个两难境地。

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
学校增设了艺术类专业，对
艺术生进行规模化培养。这
些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
式不利于培养出色的艺术人
才，却使学生报考热情高
涨。加之现在大学艺术类由
二级学科变为了一级学科，
也带动了艺考的火热。

我认为艺考问题与高
考一样，关键在于自主招
生的深入改革，艺考肯定
是更要偏向自主招生的，
其难点在于解决管理上的
问题，比如实际操作中的
腐败问题等。

表演教育 作为今
年的一个新专业，表演
教育专业有尝试的目的
和意义。该专业偏重理
论，包括理论研究、教育
教学、教育心理学等，对
文化课要求高，这跟以
往的专业招考不一样，
可能考的难度更大。同
时 学 生 也 要 能 胜 任
表演。

电影表演 这个专
业需要一些镜头感，需要
一些镜头光学的作用之

后产生的整体效果，所以
我们考试时有时会通过
图片、视频来多层面、多
角度地对考生进行评判，
可能对形象要求稍微细
致一些，但这也不单纯指
漂亮，考生总体的镜头
感、总体的呈现效果还是
要通过专家论证再进行
评判。

提醒：
今年考试时还是不

许化妆，因为招考时要体
现考生的本色，过多的修

饰和化妆可能会干扰考
官对考生的判断。所以，
对于化浓妆或过分修饰
的考生，考官会提出希望
考 生 重 新 调 整 之 后 再
考试。

此外，表演系的学生
报名之后到考试之前这
段时间，建议静下心来把
自己的四门功课做好，
声、台、形、表，声乐、台
词、形体、表演，这些基本
的功课还是最关键、最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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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梦想付出不觉得苦

李江渊从初三开始
就打定了主意要走这条
路，“开始是唱通俗，但发
现只有两所院校招通俗
专业”。上高一时，虽然
还在学声乐，但李江渊觉
得自身腔体共鸣不是太
好，萌生换专业的想法，
于是，从高二上半学期开
始，他开始学播音。

“后来，我又发现自
己更喜欢舞台聚光灯下
的感觉，喜欢表演”。李
江渊觉得以往的声乐和
播音培训都为他转向表
演作了很好的铺垫。

“每天少则2个，多则4
个，到目前已经报考了 10
多个院校”，李江渊的艺考
从1月13日拉开序幕，从太
原到临汾再到北京，马不
停蹄地奔波于各个考场。
最让他难忘的是2月6日元
宵节那天的赶考经历。

那天在临汾要考 4 个
学校。一早在宾馆吃了
早餐，7 点多参加成都理
工 大 学 的 考 试 ，人 不
多。接着参加辽宁师范
大学的考试，排队就一直
排到下午，然后接着考河
南工业大学。其实，考试
时间都不是很长，但等待
时间特别长。到晚上 8 点

多，终于考完了吉林艺术
学院的表演、播音两个专
业的考试。

来不及喘口气又立
即赶回宾馆收拾东西，坐
车回太原。晚上 11 点多
到太原，过家门而不入，
赶凌晨 3 点半的 T28 次列
车从太原到北京，准备中
传南广学院的考试。

早上 8 点半，他到达
北京西站，又倒了 2 趟地
铁，11 点多赶到中国传媒
大学，然后随便找了个居
民楼里的房间稍事休息，
准备下午的考试。

下午 1 点 45 播音专
业考试开始，考完大概是
3 点左右，立马找地方卸
完妆，又赶去火车站坐 17
点 15 分的火车回临汾。，

“那天，我只吃了点早饭，
半夜在火车上听别人兴
奋地谈论元宵节，突然觉
得 很 孤 单 ，但 又 有 点 兴
奋。没有家长陪同，我感
觉自己长大了。”

李江渊的最后一场
考试预计在 2 月 15 日，届
时，一个多月的赶考经历
也将暂时画上句号，转而
投入到文化课的复习中，
李江渊说，“为梦想付出
不觉得苦。”

艺考只为上一所好大学

2 月 1 日，来自敦煌的
小颉通过了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主持和表演专业的初
试。小颉说，父母对她学
艺术曾经比较排斥，但由
于她从小在学校担任过主
持人，而根据她平时的学
习成绩最多上二本，因此
有人在她高二时就建议她
走艺考这条路，以争取机
会考上一本。

既向往播音主持工
作，又能上一所好学校，小
颉认为她的选择无可厚
非。小颉也想着有朝一日
能出名，她说，学表演不就
是为了当演员，为了出名
吗？她接触到的表演系女
同学就曾明确表示，为了
出名可以接受任何条件，
包括所谓“潜规则”，她认
为，这也是一部分人实现
梦想的方式。

1 月，小颉已经参加
了兰州的很多艺术考试，
她 1 月 28 日来到北京备
考，打算在这里长住一个
月，期间参加 10-15 所学
校的考试。她表示，也会
努力考二本，因为她很想
考入好学校，以获得更多
机会和人脉。

“可以说我参加艺考
的功利心是很强的。”与小
颉不同，毕业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
李泽凯这样告诉记者。

李泽凯从小学开始学
习毛笔字、国画，那时只是
觉得好玩，后来也断断续
续练过。上了高中后，由
于文化课成绩不太好，为
了能上一所好大学，和家
人商量后，他决定走艺考
这条路。为此，他从高一
开始练习以前没有接触过
的素描和色彩，高一和高
二的寒暑假都在北京上补
习班，高三临近艺考那段
时期，还特意翘课到北京，
集中精力参加小型美术授
课班。计算下来，这三年
光辅导班的花费就得有五
六万元。

“在我看来，辅导班的
学生极少是真正热爱美术
并有很高天赋的，”李泽凯
说，当时同画室的同学很
多是文化课不太好，考不
上好学校的。由于绘画可
以熟能生巧，练习时间长
了就会有收获。他说，大
多数人画得再不好，也比
单纯考文化课强。

艺考应偏向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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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考试仍不许化妆

考试调整 中国画
学院的中国画专业取消
了创作考试，书法专业取
消了篆刻考试。考试时
间方面，中国画专业素
描、造型艺术专业的素描
和色彩考试时间由4小时
调整为 3 小时。调整之
后，中国画和书法专业考
试时间为 1 天，其他专业
考一天半 (造型艺术考 4
门)。此外，专业考试合格
证不再邮寄，改为由考生
自行上网下载、打印。

中国画学院院长唐
勇力此前表示，减少一门
考试科目并不意味着考
试难度降低或考核标准
下降。考试时间缩短可
以节约考生时间和精力，
从以往的考试情况看，中
国画专业素描、造型艺术
专业的素描和色彩的考
试，考生足以在 3 小时内
完成。

提醒：
考生在考试前一定

要按照招生简章的要求

准备好考试用品和工具，
举个例子，如要求的是使
用黑色铅笔或黑色碳笔，
考生却用咖色或其它颜
色，那么就会被视为有作
弊嫌疑。其次，考试时听
清考题和要求。曾经有
一场考试，考题要求考生
将条形码置于试卷的右
下方，但如考生没认真听
题，试卷条形码的位置与
考题要求不符，也会被视
为有作弊嫌疑。此外，考
试时要想清楚再构图。

工具不合格或被视为作弊

“高一时，我专业学的
萨克斯，吹弯管，但对女孩
而言特别累。我的数学比
较薄弱容易拉总分，文化
成绩不是很高，怕上不了
好的大学，于是，在高三时
决定转学播音，本来就有
兴趣，越学越喜欢。”王磊
选择艺考部分基于兴趣，
部分也是出于现实考虑。

与其他考生相比，只
报了 5 所院校的王磊算是
报考院校少的。原因一方
面是父母不希望女儿离家
太远，瘦小娇弱还有点挑
食的王磊也不太想去东北
或南方，这就让她的选择
面窄了很多，再加上很多
院校对播音专业的考生有
身高要求，又将身高 1 米 6

的王磊挡在了门外。
王磊说，播音专业的

考试内容多为自我介绍、
才艺、自备、指定、即兴（即
兴主持、即兴评述），有的
只考其中两项，有的则考
得比较多。考试形式也不
一样，“第一场考试没有评
委，只有一台摄像机和一
个摄影师，每个人对着摄
像机说，无法通过评委眼
神来判断自己的表现。”

谈到未来的发展，王
磊无奈地说，身高可能在
未来就业时还会带来一些
限制，而且父母也希望她
回到晋中就业，“估计想成
为名主持的梦想不太现
实，如果做主持人有困难，
也不排除会转行。”

艺考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李江渊，山西太原市小店区第一中学高三学生，今

年已报考北影、中传南广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广东商学
院等院校的表演、播音专业

小颉，甘肃敦煌人，今年已报考兰州多所艺术类院
校，及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
校的播音主持及表演专业

李泽凯，河北衡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
专业毕业生。

王磊，山西省晋中榆次第二中学高三学生，今年已
报考中华女子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广东商学院、辽宁
师范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院校的播音专业

●钟平，中央美术学院招生办主任

●王劲松，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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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6-D07版采写 本报记者 缪晨霞 孔悦

北电表演系报名确认点被安排在一个大舞台上。

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候考室外，焦急等待进入考场的考生们。 D06-D07版摄影 本报记者 李飞 两名报考北电表演系的女学生在玻璃墙外修改报名表。 考生候考时有的玩手机，有的练习舞蹈。

候考室内，报考导演系的学生们聚在一起，说着各自的戏该如何导演。

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候考室外，心愿墙上的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