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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省美术统考结束不久后，浙

江、江苏、福建、天津、河北、湖南、江西、

广西、湖北等多省纷纷发布2024艺考改

革方案，明确了未来艺考大方向。时间

如此迅速，说明了联考改革不是临时决

定，而是规划已久。根据改革时间表，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改革从2024年高

考招生录取起实施，即2023年12月份

进行的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将依据《实

施方案》组织考试。目前就读高二的艺

考生，马上面临新联考。为什么要改

革？新方案与老方案有何不同？对艺

考生有什么直接影响？艺考生应该怎

样应对？等等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一线

教师的看法。

艺考迎来大变革，美术生应如何应对艺考迎来大变革，美术生应如何应对

浙江：更人性 更理性 突显综合素养
■吴江东（杭州第七中学艺术处主任 正高级特级教师）

艺考改革解读

河北：速写科目颠覆性变革
■张东旭（河北昌黎汇文二中艺术培训中心主任）

戴琪

（杭州第七中学

）素描

本次艺考改革，是国家层面的行为，教育

部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从源头上对艺考招

生作出了系统性、具体化的指导和规范。各

省结合实际，陆续推出了改革方案。我以浙

江省为例，谈谈对这次艺考改革的理解。

《浙江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是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总纲，包含校

考和联考（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级统考，以下

简称联考）。《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省级统一考试说明（试行）》以附件形式出

现，是对省联考的具体说明，明确了省联考考

试科目和分值、考试内容和形式、考试目的和

要求，划定了考查范围。《考试说明》中，分科

目呈现了多种试题示例，是考试内容和形式

的具体化、可视化。

《实施方案》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明

确提出严格控制校考规模。组织校考的高校

须先通过线上考试等方式对考生进行初选，现

场校考人数控制在相关专业招生计划的6—8
倍以内。我个人认为，减少校考学校，控制校

考规模，其目的是减轻艺考生考试负担，也为

不断升高的艺考热降降温。二是实行分类考

试录取。2024年起，不组织专业考试的8个艺

术类专业安排在普通类平行志愿批次，直接依

据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使用省级统考

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依据考

生综合成绩（高考文化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

按比例合成），在艺术类省统考批实行专业平

行志愿录取。我个人认为，非校考专业放到平

行志愿通道填报录取，避免与校考专业在传统

志愿通道“撞车”，免除了考生传统志愿填报时

的选择之苦，增加了艺考生录取优质高校的机

会，这种改变，是人性化的体现。三是明确校

考专业文化课成绩要求。2024年起，组织校考

的高校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原

则上达到省普通类一段线、省级统考成绩合格

且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成绩要求基础上，依据

考生校考成绩择优录取。根据录取生源情况，

学校可申请适当降低文化课成绩要求，但不得

低于普通类一段线的75%。我个人认为，提高

文化课要求，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目的是改

变艺考重专业轻文化倾向，同时，遏制艺考规

模的非理性扩张。

《考试说明》中，对素描、色彩、速写三科考

试中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范，最大的变化

在速写科目。除考试时间、成绩分值、考试形式

变化外，特别强调，速写（综合能力）科目的命题

知识点来源于高中美术必修课《美术鉴赏》，考

试的目的主要是考查考生的美术史素养、美术

鉴赏能力、形象组织能力、画面构成能力、生活

观察能力和艺术想象能力。这种改变，突显了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指向，是对以往美术高考游

离于课程标准之外的非正常状态的修正。

此次艺考改革的目的，在方案中有明确

表述，尤其是前面两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

视：一是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落实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五育”并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考试招生、教育教学和文艺创作等过

程。二是坚持提高选拔质量。改进考试内

容、考试方式和评价标准，完善招生录取机

制，选拔培养综合素质全面、德艺双馨的艺术

人才。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艺考改革的初衷和

本意，站在树德育人的高度，端正艺教观和艺

考观，正本清源，让艺教艺考回到正常轨道。

2023 年 1 月 18 日，河北省教育

考试院发布《河北省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

生工作实施方案》，2023 年的美术统

考成绩也是在政策出台前一天刚刚

公布，由此可见此次改革是筹划了很

长时间，也能看出省教育考试院对艺

考的重视和艺考改革的紧迫性。

速写科目的考试方向改革更是颠

覆性的，由速写改为速写（综合能

力）。从2024届开始，速写（综合能力）

考题将结合高中美术必修课《美术鉴

赏》中的内容，根据命题进行创作。改

革后的考试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延长

到120分钟，注重考查考生对于专业美

术鉴赏的能力、平面与空间形象组织

的能力、画面构成的能力、生活观察的

能力、艺术想象的能力和对美术史的

理解程度。从2024届美术联考开始，

速写科目将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

在广大考生的考卷上。

近十几年以来，由于联考考试机

制的影响，国内美术联考教学基本以

同质化教学、死记硬背、生拉硬拽、机

械概念和填鸭式教学为主流。为了缩

短考生的学习周期，拉平考生之间基

础的差异和悬殊的能力，以及所谓提

高应试的效率，教授课程与学习绘画

知识都追求“填鸭式”的简单快捷，在

这样的美术考试机制和流水线教学

下，大部分美术生只会应对一成不变

的考题形式，几乎被沦为应对联考的

人工智能考试机器人，考生基本没有

独立的审美意识和生动完善的情感表

达，速写科目本身在大体环境中亦是

如此，考查形式僵化，缺少生动性。

近几年，省教育考试院出台的美术

联考考试制度逐步完善，但在地方教育

教学中，仍存在错位的教学模式，单人、

双人、照片、默写都是以往联考速写的

主要考试内容，每年的考题变化相当于

换汤不换药，学生只要按照老师教给的

固定套路去练，只要练的次数足够多，

就能在联考中画出高分卷，忽视了美育

教育教学中学生是否具备足够的审美

水平、完整的艺术素养、独立的创造能

力。美育的初心有所偏离，但改革的高

速列车势不可挡！人才选拔机制随着

社会发展越来越专业化和多元化，一成

不变的艺考制度下选拔出的学生已经

不能满足高素质大学生应当具备的能

力和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于美术相关人

才的需求。

新时代教育改革下，按照美术联考

成绩录取或者作为初选的高校会越来

越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都是流水线

下生产出来的只会应试的背套路的学

生，大学该如何“重构”这些学生，如何

适应社会的需求就成为更大的问题。

而大学要培养的并不是一个会绘画的

工具人，而是一个具备完整的艺术修

养、独立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动手

能力和扎实美术功底的综合艺术人才，

这样学生才不会被社会所淘汰。显然，

从美术联考开始，就要明确人才选拔和

培养的定位，改革正是现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