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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天有900余万孩子走进了
高考“战场”。与往年相比，今年上海的考生人数共
4.65万，比往年低了1.25万，一直相反的则是参
加了美术类专业统考的人数却由 5300人上升到
了5700人。艺考生人数的不降反升并非说明艺术
培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反，这些数字的变化反映
的却是学艺术的目的已经变质，不少家长甚至坦言,
让孩子学艺术就是为了弥补文化考上的差距。艺考
不该成为上大学的“捷径”！

艺术类
高考反思

我国的专业美术教育很!特别"#受欢迎

的往往是一些纯艺术性的美术专业#而应用

性强的则相对受到冷遇些#这种情形与艺术

发达国家恰恰相反$

!"世纪 #"年代起#现代派美术呈现出

衰落趋势#各大艺术馆和大型展览中#传统

的古典主义%印象派%浪漫主义开始回归舞

台# 不少人开始热衷于临摹那些古典主义

和印象派绘画#至今影响力仍然很大$ 相比

一些抽象的%学术的现代派作品#人们还是

更喜欢那些写实的%半写实的艺术品$ 与之

相应的#欧洲的一些艺术院校中#最受欢迎

的往往是建筑设计% 装饰设计艺术之类的

应用美术学科#比起纯艺术性美术#它们更

具有实用性#对于就业也更有帮助$ 这样的

选择倾向更是在欧洲的艺术发展成果上有

所体现#无数精彩的装置%雕塑为城市增添

魅力$

而我们的美术专业设置却是纯艺术性

美术专业队伍更庞大#这些!学院派"专业所

招收的人数远比社会所需求的要多$ 另外#

随着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逐步提升#我们

的街头越来越需要那些既实用美观还能表

现城市人文特色的建筑%雕塑%装置等艺术

形式来点缀#工艺美术人才在这时就显得格

外重要#他们的专业性发挥较之!学院派"更

为灵活#更具特色#毕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

创新#才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

! ! ! 在欧洲，美术教育无处不在。威尼斯、
罗马、巴黎、马德里……欧洲能有如此众多
的知名艺术人文名都与他们成熟的美术教
育大有联系。正如他们铺天盖地的公共艺
术、博物馆、美术馆一样，美术教育同样丰富
得不稀奇了。
走进欧洲的一些美术馆和展览场所，经

常你能看到学生的身影，他们或是在老师带
领下进行着免费参观，或是认真地临摹名
画，因为欧洲很多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都
对学生免费开放，非常欢迎学生来此学习。
不少大型美术馆还设有画室，每周都专门为
孩子提供免费教学活动，来激发孩子对艺术
的兴趣。

很有意思的是，当老师或父母带孩
子去参观的时候，都很喜欢让孩子来评
价他们所见到的艺术品，即便是只有 !、
" 岁的孩子，老师或父母都会认真聆听他
们的评价。尽管孩子的评语很天真，甚至
有些天马行空，但大人们绝不会不耐烦，
反而会鼓励孩子接着说，多说说。无形中，
孩子会认真观察作品，会产生更多的好奇
心，想要主动去了解艺术品，并且在不断
地评价中形成了对艺术品的观察力。欧
洲的美术教育绝不仅仅局限在课堂里，当
孩子们走到更广阔的社会中时，美术教育
也无处不在。

晓颖 整理

【加考艺术 不“加分”】
现在的学生不但学业压力大，很多独生

子女还得背负起整个家庭的期望，如果学习
成绩并不理想怎么办？越来越多家长“高瞻
远瞩”，往往在孩子甫一进高中就开始将他
们送去学画画，走上艺术高考的道路。

走访了五位参加了今年艺考的高三学
生后，其中只有一位是从小学习画画，并对
艺术创作感兴趣的，其他几位都兴趣缺缺，
并且为了速成画技而被学业和学画弄得焦
头烂额。其中一位小何同学是个喜爱打篮球
的阳光男孩，“我不喜欢画画的，我喜欢运
动，让我整天坐在那里速写水果什么的，太
没劲了！”他一脸无奈地对记者说，“但是没
办法，我成绩太差了，也只能这样。”

父母“用心良苦”地想让孩子走艺考的
“捷径”去上大学，殊不知正因为艺考热度
上升，艺考生数量上升而导致竞争日趋激
烈。业内人士指出，艺考的录取率正逐渐低
于普通高校的录取率，人数的分母增大，而
录取名额的分子变小，艺考早已不再是“捷
径”。

【只为入学 日后吃苦】
实际上，一旦选择了美术类专业统考就

意味着在专业选择方面也将直指各大艺术
类院校，如果家长抱着只要能让孩子进大学
就好的心态很可能反而害了孩子。

首先，艺术院校的确对文化课要求相对
较低，但好的专业往往对专业要求很高，如
果孩子既对艺术没兴趣，又没有足够的天
赋，那么艺考无法取得好成绩，也就无法得
到进入好专业的“通行证”，所谓的“捷径”也
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次，即便如愿考进了艺术相关专业，
也未必是适合孩子未来发展的道路。不少

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才发现自己对专业缺
乏兴趣，不但学习生活过得不愉快，四年读
下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毕业后更是发现就
业也不容易，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难有
成就，又发现不对口的工作也不好找。回头
想想，通过艺考上大学还得从长远看，慎重
选择，家长不该忽视了孩子的喜好，让艺考
变了味。

【院校选拔 更重潜力】
从艺术院校的角度出发，之所以对艺考

生放宽文化课成绩要求，是想给那些在艺
术上具有天赋的孩子更大的机会。作为一
名艺术家，首先要具备的应该是对艺术的
潜力和天赋，很多艺术家都是偏才，像梵高
这样的绘画天才甚至连最基本的人际交往
都大有问题，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绝对
无可争议的。

这么说并非是支持学生放弃文化课，恰
相反，艺术院校如今也很重视学生综合素质
的考察。但凡优秀的艺术家不但能创造出令
人惊叹的艺术作品，更有令人敬佩的为人和
良好素养，而这两者都离不开对各方面学问
的不断探究：人文、历史、文学、数理……这些
都会对创作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能让艺术
家爆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因为艺术是无法脱
离其他知识而独立存在的。有些学生为了艺
考而放弃了很多文化课学习的时间，也许这
是考试的策略，却在无形中让孩子失去了很
多综合素质的养成。
要想在艺术界有一席之地，既离不开兴

趣天赋，更离不开不断地自我修养。如果只为
考进大学而走上艺考道路，既是对孩子的不
负责，更是对艺术教育选拔的曲解。在注重素
质教育、挖掘孩子个性的今天，还当艺考是
“捷径”的话，很可能落得空欢喜一场。

储一萍 黄伟明 文 钟媚 摄

是走向成功还
是空欢喜一场？

专业不等于“学院派”
! 评论

! 链接

" 艾考

欧洲不稀罕美术教育

# 让中学生参与大学生的比赛!在同济大学举行的建造节上!上海的一批优秀高中生在高考前积极参与此项赛事

# 像把撑开的油纸伞!如含苞待放的花朵!中学生驰

骋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纸板搭建心中的建筑

# 中学生参与大学生的比赛! 在艺术感充盈的氛围

中!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

# 在梦想中创意!高考前!一批中学生与大学生联手用纸板搭

起了心中的城市立体空中居住楼!格子设计"实用创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