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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1日，浙江省教育厅公开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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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政）。新政变化的主要内

容有二：一是规范省级统考类科目，2024 年起，艺术类专

业省级统考设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

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6个科类。二是明确校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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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普通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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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从新政的要求可以看到，改革趋势明

显提高了对考生文化课成绩的要求（校考院校是文过专

排)。

这样的艺考新政改革，对普通高中学生，尤其是生源

基础相对较差的学校，影响较大。

一、学生学业压力增加。2023 年浙江省普通类一段

线的分数488，2024年为492分。以浙江省报考人数最多

的美术考生为例，省二级特色示范的普通高中学生，想要

报考重点美术学院，就需要在文化课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与精力，不然即使专业进小圈，文化达不到浙江省的一段

线，根据“文过专排”新政，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就

意味增加了学生的文化和专业的双重压力。

二、学生是否选择校考成为焦点。浙江省新高考七

选三科目采用赋分制，自2017年开始至今，英语和七选三

科目是在 1 月 6、7、8 日进行，而艺术专业联考往往在 12
月，根据2024年浙江省艺术类专业统考时间安排表可见，

最早考试的美术类考生，从统考结束返校至参加首考有

一个月时间复习。因大部分艺术考生自高二学考后就参

加艺术术科集训，失去了高三第一学期最关键的一轮复

习，所以，首考成绩一般都不太理想，七选三的政治、地

理、历史赋分平均只有40分左右。

文化学习时间短，任务重；使一部分文化够不到一段

线的考生选择放弃校考，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巩固提升文

化成绩，从而保证录取到理想综合性大学。这中间也存

在着一部分专业较强，又有校考情结的考生，会很纠结，

参加校考意味着失去三个月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因此对

于 2025 届的艺术学生来说，是否选择校考需要多方面衡

量，获得最佳升学途径。

三、面对重点高中艺术生的冲击。重高学生一般

具备较强的文化课基础，学习综合能力较强，浙江艺考

改革的重点是文化成绩要求的提高，这能使他们艺考

中更容易脱颖而出。还是以今年的美术考生为例，重

高学生 A，高考文化成绩 520 分，专业统考成绩 260 分，

综合分 585 分；普高学生 B，高考文化成绩 450 分，专业

统考成绩 285 分，综合分 581 分。比较两人的成绩，学

生 B 的专业成绩非常优秀，285 分的成绩排名浙江省 13
位，学生 A 的成绩排名 2704 位，经过综合分折算公式，

学生 A 综合分的位次号是 1552，学生 B 是 1827，两人相

差 275 名。假如两人同时在专业上拿证，根据新政“文

过专排”的录取原则，学生 A 优势显而易见，轻松录取

报考院校，学生 B 则与校考院校失之交臂。从这样的

实例中可见，文化课成绩较好的重高艺考生对普高艺

考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面对现状，笔者作为高中一线美术教师，从学生（家

长）和学校两个层面，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提前做好高中三年学习规划。学习规划是高中

学习发展的“蓝图”。普高艺术生在对自己学业初步评估

和了解艺术专业所从事的职业的基础上，根据所学专业，

做好选课，并制定学习目标及实施计划。首先要明确七

选三科目，结合自身优势进行合理选择，在这过程中也要

参考高校专业的选课要求，比如有部分院校建筑学专业

对选课会要求，一般是物理、历史加不限。在确定好选课

的基础上，其次是制定详细的时间表，可以从一整个学期

的总计划开始，然后细分为一个月、一周、一天。合理的

时间管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用于艺术训练和文化课程

复习。

二、集训期间专业文化两手抓。艺考生在专业集训

期间兼顾文化是一个挑战，需要合理地分配时间。专业

统考结束后1月上旬就要面临七选三、英语科目的首考，

所以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等文

科类的复习。一般集训期间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可

以利用这一时间进行线上线下的学习，这样能够保证文

化科目不至于丢开太久而生疏。

三、有条件的学校文化学习可统一编班。艺考生在

专业统考结束后返校，很难跟上在校学生的学习进度，如

果进入平衡班学习，会让他们有挫败感，所以建议有条件

的学校可以在专业统考后统一编班，集中优秀的教师资

源，进行针对性地教学。从基础知识的第一轮复习开始，

稳扎稳打，重在抓基础分，适当攻克拉开分数档次的知识

点，以确保学生较快地重塑信心，适应高三学习的冲刺阶

段，更快提高文化成绩。

四、有条件的家庭可适当查漏补缺。再好的学校

补课，也不可能顾及每一位学生的个体需求，所以有条

件的家庭不妨适当请合适的老师来为孩子专门补缺，

可以精准到该学科的某一块专项内容，某一个知识点

的反复打磨巩固，这样精细的点对点辅导扶助，无疑是

行之有效的，高考文化成绩的提升大概率是水到渠

成的。

浙江艺考新政对普高艺术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

不仅体现在文化课成绩上，在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上也

是如此。学校、学生需要全面且充分地准备，以适应新政

带来的变化。

浙江艺考新政对普高学生的影响及建议
■杨永林（浙江省春晖中学）

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18世纪来中国传教，随即入

皇宫任宫廷画家，善于绘骏马、人物肖像、花卉飞禽走兽，

在宣纸上进行“油画”的绘制，浓艳厚重的色彩深受到皇

帝的喜爱，也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风

格和审美趣味。

刘奎龄作为20世纪中国画最有特点的“中西合璧”画

家之一，其绘画既“师法先前”又不显“老气”。他从小习

画，但却没有专一师承。他的绘画乍一看虽能看到郎世

宁的影子，但细观其画学习郎世宁的地方又是甚少。

如刘奎龄代表作《柳荫双逸图》，整张画是以工笔设

色进行绘制，画中双骏的造型精确，骨骼、肌肉、毛色花纹

等，无不描绘细腻前景的石头以小斧劈的笔法画就，一紧

一松，一刚一柔在画面上形成了大色块的对比。虽借用

了很多西画的手法，但一看仍是中国画的韵味。仍是以

中体为用，来源于他扎实的基本功。他所绘动物主体，仍

保留中国传统工笔画的用线，在《林荫双骏图》中，所画双

骏的线条，一气呵成，在造型精准的同时，不失线条的写

意性。中国绘画以轮廓线的起承转合，虚实变化来表现

物象的质感、结构。刘奎龄大量的摹古功底和精湛的造

型能力，使其轮廓线的提按顿挫无不将结构表达得精准

到位，又不显呆板，线描从底稿开始就做到质感、虚实的

不同。反之郎世宁的线描毫无变化，作为底稿的线描只

是起到了后期上色的定位作用，整体线描的灵动性也较

弱，每一处的表现手法基本相同变化较少。

上色方面，刘奎龄保留有郎世宁在结构方面的处理，然

而郎世宁在颜料的使用上仍属于油画的上色方式，在层层颜

料的堆积和通过无限接近的色块过渡面表现物象的体量。

再看刘奎龄的作品，相比之下画面多了“线”的因素，都是通

过勾勒为主的表现手法来进行塑造的。设色上也是层层处

理皴染、点染、罩染等不同手法并用，其所创的“湿地丝毛”法

大大的拉开了与郎世宁的不同。“湿地丝毛法”便是在皮毛的

绘制时，用水把纸先喷湿，当纸晾到半干不干的时候，劈笔丝

毛，再上色，再用淡色多次烘染，以达到浑厚华滋的效果。这

种画法突破了古人常用熟纸、熟绢绘工笔走兽的成法，在生

纸上的绘制更为活泼生动有韵味，所呈现的效果也丰富多

变，所以不同于前者靠颜色堆积挤压出的型，后者的处理笔

墨上更附丰富性，且物象更加地松动，不显腻实。

良好的家学和刻苦的努力，在十四岁的时候刘继卣

便可为其父刘奎龄代笔绘制画作。可以看出早期刘继卣

绘画是以工笔开始，在赵雅杰《刘继卣》一书的刘继卣年

谱中也可看出其早年多以工笔重彩为主，所以对家传的

“湿地丝毛法”也可谓烂熟于心，早期对动物造型的掌握

和“湿地丝毛”的运用在其连环画《大闹天宫》等作品中也

可看出刘继卣在工笔方面对线条、造型、上色的高度运

用，下文会带有对刘继卣绘画发展的单独论述，本段将以

《草原暖春》一画，再次以马的造型和配景进行对比分析，

刘奎龄绘画到刘继卣绘画风格的转变。

《草原暖春》是刘继卣在1950年所绘制的作品。画面

上描绘了蒙古族牧民奔驰在大草原上的欢腾场景。前景是

数匹奔腾的骏马，作为视觉中心的动景，也和后方的羊群在

静静地吃草的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与刘奎龄画作中

的马不同，《草原暖春》马的幅度变大，更加的“动”，这也是

二刘绘画最大的不同。首先，构图上刘奎龄所绘虽较古时

绘画有了一定的视觉角度的上移，但还相对比较保守。动

态上马多以伫立原地为主，动作幅度不大。画面气息上刘

奎龄画作上有着浓厚的文人画的清新雅静。而刘继卣的

“马”更加的“活”，在马匹的赋色上便看出了其对“湿地丝毛

法”的保留运用。在透视上，同一观察视角下，刘奎龄的空

间摆放处在一个基础的正方体内，而刘继卣的更多像是在

一球体上，画中物象从左到右的视角转变多元，马从左边开

始的仰视，到中间的平视，到半仰视，再到最后的俯视，这样

多元类似广角摄像的视角使画面丰富起来，也毫无违和感，

视野相比刘奎龄的画作更开阔，动态上马不再是矗立原地，

而是腿迈开跑动了起来，奔跑起来的马使得画面更加的灵

动。再一个是线条轮廓线的处理上仍保留着白描的手法，

但在工笔底子上写意的因素加进了不少，线条的提按有所

加强，用线方圆结合，使得马体积感显得更加的厚重，结构

也更加的突出，更加凸显运动中马奔驰、急停中的力量感，

且轮廓线上皴擦勾勒的同时运用，也使其在马匹的画法上

比其父更显松动。

刘继卣绘画形式采取“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

之，不佳者改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不拘成法，融合

其父家学，精研古法，敢于创新，对传统不生搬硬套、活学

活用，对西方理论技法，洋为中用。从而来创作出具有符

合时代性、民族性的艺术作品。

刘继卣动物画的继承与发展
■王安（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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