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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苏若彤 实习记者 张宁

2022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省统考将于12月4日正式启动。距离
艺术类专业统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
市艺考生备考情况如何？日前，记者走访
我市城区多个高中了解到，今年专门开设
艺术班的中学只有市第二中学和朝阳中
学。市第二中学今年共有29名艺考生，
其中17名美术艺考生，12名音乐艺考生；
朝阳中学今年有30名美术艺考生。高邮
中学和市第一中学等学校都只有几名艺
考生，故学校并未单独开设艺考班。目
前，全市的艺考生们为了冲刺省统考，都
很拼。

争分夺秒每日苦练十几个小时

早上6点30分到校，每天练习专业课
近12个小时，这是市第二中学艺考生张
安心给自己制定的“50天冲刺计划”。“省
统考是我们美术生的第一个大考，必须要
重视重视再重视。”张安心说，画室和家两
点一线的生活她还要再坚持一个多月，除
了就餐，其余时间就是在素描、速写、色彩
这三项考试科目中不停切换练习。

“提高一分挤掉千人。”第二中学美术
专业课老师李中军说，最后的冲刺阶段，
对学生来说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是极
大的考验。

记者来到朝阳中学时，美术生们正在
观看专业老师做现场示范。“努力不一定
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刚看
完示范的聂田告诉记者，艺术文化“两开
花”，他才能有更多的选择。

与市第二中学和朝阳中学艺考生不
同的是，高邮中学的艺考生小丽在今年秋
学期刚开学时就向学校请假，南京上海两
边跑，请专家上课，全力冲刺省统考。她
表示，即使全力备考专业课，文化课也不
会轻易放下，会利用碎片时间争分夺秒学
习文化知识。

据了解，我市因受扬州疫情影响，艺
考生在家上网课期间无法得到学校系统
的专业课培训。在正式开学后，第二中学
考虑到艺考生的专业课时间紧、任务重，
在这最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主要安排专业
课培训，让学生全力冲刺省统考。朝阳中

学则是考虑到学生的文化课基础薄弱，选
择文化课和专业课“两手抓”，上午学习文
化课，下午学习美术，在最后半个月再进
入全天训练专业课模式。

“捷径”成为“过去式”艺考门槛再提高

25日下午，记者在市第二中学音乐集
训室看到，学生正在两两配合练习，一个
唱歌、一个弹琴，轮流练习。“艺考并不是
捷径，我们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
汗水。”古筝特长生李潇告诉记者，艺考只
是给特长生提供了新路径，艺考不仅要考

核艺术特长，还要兼顾文化课程，更加考
验学生的学习能力。

钢琴特长生王梦婕告诉记者，为了文
化课成绩不拖后腿，她打算在结束省统考
后对薄弱学科进行提优。“我4岁就开始
弹钢琴，这次省统考我有信心。”王梦婕信
心满满地说。

“省统考的成绩是艺考生手中可以通
向各大院校的入场券，如果入场券没有拿
到手，文化课分数再高都没有用。”市第二
中学党总支副书记陈宏亮说，往年很多学
生和家长都将艺考当做“捷径”，但自
2018年起，艺考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逐
年提高，难度也在不断加大，所谓的“捷
径”已经是过去式。

拒绝盲目学艺 理性做好未来规划

“学校和学生，都在进行双向选择。”
朝阳中学办公室主任王伟告诉记者，朝阳
中学考虑到学生的差异，老师会根据学生
文化课的情况和艺术专业基础，建议学生
是否选择艺术。“如果对学生上本科没有
帮助的话，学校还是会建议学生继续学文
化课。”朝阳中学美术专业课老师廖忠飞
说。

“音乐特长生都必须有基础，否则很
难靠集训几个月就在省统考拿到好成
绩。”第二中学音乐专业课老师代表马飞
表示，以他带的十几届学生的经验来看，
艺考生不能盲目学艺，一定要理性做好未
来规划。如果学生只是为了将艺考当做
进入高校的敲门砖，学了自己不喜欢的艺
术专业，即使进入本科院校后，对今后的
学业、职业发展帮助也不大。

冲刺省统考，艺考生们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