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艺术统考与各高校自行
组织的艺术考试此前已陆续落下帷
幕，2023届艺考生逐渐回归文化课
学习，进入紧张的高考备战中。备
考是一场“持久战”，在埋头应战的
过程中，疲惫、迷茫与困惑常常不期
而至。近日，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
不少艺考生目前面临了多重压力，
如统考成绩不理想、因焦虑导致备
考分心、“过渡期”无法适应等。如
何对症下药，摆脱困境？记者邀请
了广州美术学院、暨南大学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的师兄师姐“现身说
法”，为应届艺考生支招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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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统考成绩不理想

“艺考结束我就回学校继续上

课，紧接着就是一模考试。成绩跟艺

考前有落差，目前学习的困境就是一

边要跟着班上的进度，另一边又要补

之前没有复习到的漏洞，有点顾不上

来。”2023 届艺考生小桐最近的困惑

是不知如何适应“过渡期”。“高考复

习的作息和艺考时候不一样，学习的

方法也不一样，我在校外集训了大半

年，回到学校挺不适应的。”小桐说。

对于艺考与高考备考如何无缝

衔接，方志烨总结了一些方法。他将

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进入文化

课学习的初期，距离高考只有百余

天，这时要在短时间内把高中三年的

所有知识点进行系统梳理，同时适应

文化课的学习和生活作息。然后就

进入比较艰难又很重要的雏形期，你

可能会发现老师说的知识点都能听

懂，但难以学以致用。这时可能要靠

自觉学习，不断扩展专业学习之外的

一些知识，学会总结。这个难关突破

后才算步入正轨，然后通过各方面的

完善，进入最后的冲刺。”方志烨称，

在艺考和高考备考的衔接阶段，他也

曾遭遇多次摸底考试失利和知识点

重新学习等，当时心理压力巨大，常

常会有心理落差。但他通过不断给

自己制定阶段性的小目标来减少焦

虑。“当实现了这些小目标，心里就会

踏实一点。”

“过渡期”如何适应？就读广州

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

王奕昕认为，除了要对基础的知识进

行重点加强巩固之外，作息的调整也

很有必要，良好的作息是备考的基

础。她还提醒应届考生，备考一定要

静下心沉住气，“无论是文化课还是

艺术专业课，无论获得了什么样的成

绩和进度，都不要沾沾自喜或者焦虑

难过，没有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结

果会是怎样的，我觉得努力就好了。”

艺考不
统考成绩不理想、
备考易分心、

“过渡期”无法适应……

■新快报记者 徐绍娜 王娟
实习生 蔡卓言

2024年广东艺考有变化
不久前，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

《广东省202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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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对广东省2024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

业考试招生作出新的调整。具体变化有

以下几方面：

1.2024年，广东省基本实现艺术类专

业省统考全覆盖。将开设音乐类、舞蹈

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

计类、书法类共6类省统考，取消广播电视

编导类统考。

2.《方案》界定了艺术类专业范围，并

对艺术类专业进行了分类，分为“组织专

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和“不组织专

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前者分为音

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

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 7个科

类，不分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依据高考

文化成绩、专业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进行录取。后者含艺术史论、艺

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

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

技术等高校艺术类本科专业（专科专业参

照执行），原则上安排在普通类招生。

3.2024 年将适当提高部分专业合成

总分的考生文化课总成绩占比。音乐类、

舞蹈类、表（导）演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

类专业文化课成绩占比从原来的 40%提

升至 50%。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文化课成

绩占比60%。

4.《方案》明确省统考已经覆盖的专

业，原则上高校不再组织校考。此外，不

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所有高校艺术类

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校所在地组织。

新快报：2024年艺考省统考在
题型内容、考查方向等有了调整，你
怎么看这些新变化？

王奕昕：我认为变化是大势所

趋。文化分要求提高了，考生也会更加注

意文化课的学习提升。题型的改变对考

生综合素质和艺术素养有了更高的要

求。在此前提下，学生的基础知识也会更

加扎实。

方志烨：统考的变化是机遇也是挑

战，就美术专业调整的内容来看，统考对

综合能力的要求提高，整体考查范围也在

加大，美术史、美术鉴赏、艺术想象能力都

有涉及，和以往差别很大。

叶雨昕：播音与主持类原本的“自备

稿件”题可以发挥自己擅长的，如今随机

抽题的形式难度相应加大。

2023届艺考生小方：取消编导统考，

等于让更多人有选择编导专业的机会。

新快报：有人说艺考是条“捷径”，你
怎么看？

方志烨：艺考不是“走捷径”。艺考需

要考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

训练，而且努力与成功的转化比并不高。

王奕昕：以往大家可能认为艺考是捷

径，但这些年艺考的变化，也让大家看到

了艺考的“不易”。每年艺考人数非常多，

竞争很激烈。

叶雨昕：艺考

真的不轻松。很

多艺考生从高二

开始每个周末都

要上培训课，压力

非常大，艺考的同

时要兼顾文化课，

也会特别焦虑。

艺术专业师兄师姐来支招

支招：调整心态很重要

“很遗憾，没有过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的分数线，看到成

绩的那一刻，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心里很难过。”艺考统考结束后，

2023届艺考生小方颇受“打击”：艺考成绩不如人意。

在艺考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如何奋起直追，保住优势？就读于

广州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方志烨以“过来人”的经验给

出了建议：心态的调整非常重要。“我当时的统考成绩是240分，对我

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成绩。”方志烨称，在得知统考成绩没有达到

心中的预期后，他及时调整了心态，“一定不要沉浸在统考失利的失

落当中，而是将这种‘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

除了要调整心态，方志烨也建议应届考生在备考过程中

要懂得劳逸结合，适时排解压力，“就像‘文武之道，一

张一弛’，心中的压力可以通过向朋友倾诉或进行户

外运动等方式排解。”

“备考很紧张，但我经常会对自己的

未来感到担忧，总会想要是考不上怎么

办，会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也担心自

己文化课基础不好，时间不够用，压力真

的很大……”备考是个漫长的过程，2023
届艺考生小研最近发现，越临近高考，自

己越容易“想太多”，担心此前艺考集训

耽误文化课的学习，也对自己的前途感

到迷茫，以至于时常无法静下心来好好

复习和考试。

焦虑与迷茫是大部分艺考生面临的

普遍问题。目前就读于暨南大学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的叶雨昕深有体会，她是

在省统考开始前半年左右才决定走上艺

考之路。作为“半路出家”的艺考生，她

坦言当时最担忧的就是艺考和文化课学

习两头落空。好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摸索后，她找到了让自己“静下来”的方

法。“他们（其他同学）都觉得我莫名自

信，但是我觉得自信很重要，一定要相信

自己，要善于发现自己身上一些闪光点

并且认可自己。”叶雨昕笑言，自信是对

抗焦虑的法宝，不要过度在意事件的结

果，要“允许一切发生”。叶雨昕最终以

统考263分、文化成绩572分考入暨南大

学播音与主持专业。

问题2 高考备考易分心

支招：树立自信认可自己

问题3“过渡期”无法适应

支招：制定阶段小目标减少焦虑

“易”

他们说

■方志烨 ■叶雨昕■王奕昕

■VCG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