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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派留学覆盖范围广

糟兆阳与阿塞拜疆的缘分始
于一次偶然，2020 年，他考上甘
肃 民 族 师 范 学 院 网 络 工 程 专
业。得知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在该专业有一次前往阿塞拜疆
留学的机会后，抱着“出去看看
世界”的心态，糟兆阳提交了资
料，以优异的成绩成为阿塞拜疆
巴库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
专业唯一的中国学生。巴库国
立大学创立于 1919 年 9月 1日，
是阿塞拜疆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高校。

据了解，国家留学基金委员
会每年计划选派各类国家公派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20000- 30000
名。糟兆阳所在的甘肃民族师
范学院分配到了两个前往阿塞
拜疆学习的名额。并且国家公
派留学包含学习期间所有学习、
生活费用，本科学习结束后可以
继续申请留在该校完成研究生、
博士的学习。

糟兆阳特别提到，疫情期间
中国驻阿塞拜疆大使馆对留学生
们关照有加：“很感谢阿使馆的工
作人员给我们派发的抗疫健康
包，让我们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
也能全身心投入学习生活中。”

考试并不简单

阿塞拜疆采用了苏联的教育
体制，涵盖学前教育、中等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高
等教育选用“基础公选课+选修
课”的方式，学生可在专业课之
余按照兴趣自由选择选修课。
期末考试采取了“论文+答辩”的
方式，本科学习期间没有挂科，
并且论文符合要求即可毕业。

但与国内学习氛围不同的
是，糟兆阳认为在阿塞拜疆留学
并没有像国内竞争这么激烈。

“我们的课通常只在上午或者下
午，课余时间我一般会和朋友们
打篮球或者去附近逛逛，总体的
学习氛围还是挺轻松的。”糟兆
阳补充道，虽然课堂氛围轻松，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期 末 考 试 简
单。对于非俄语专业的留学生
而言，攻破语言大关是糟兆阳目
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此外，糟兆阳还提到阿塞拜
疆课堂并不是“PPT+教材”的授
课模式，阿塞拜疆的学术氛围比
较自由，学生们一般是没有教材
的，这让初来乍到的糟兆阳感到
困惑：“通常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老师只会讲二十多分钟，有时甚
至没有 PPT，剩下的时间就让同

学们自由讨论。”他表示在没有
教材和课件的情况下，他通常会
将老师授课的内容录下来，回到
宿舍之后再边查看边学习。

医疗效率高，看病不贵

糟兆阳表示,当地人工作、
生活的节奏都很慢，不过,首都
巴库的生活水平很现代化，医疗
效率也很高。

糟兆阳特别提到当地的医疗
体制十分不错：“除非需要做手
术，大部分问诊都不需要支付费
用。例如平时感冒、发烧或者骨
折等小问题，只需要带上你的居
住卡前往医院即可就诊。虽然
医院的前台有很多人，但他们都
能应对自如。”糟兆阳还补充道，
当地的药物基本都是从土耳其、
德国等国进口。

提到阿塞拜疆的美食，糟兆
阳说当地主要以面包和肉类为主，
蔬菜为辅，整体偏向咸、甜口味，因
此爱吃辣的糟兆阳刚到阿塞拜疆
时还不太习惯。当地人还会在喝
茶时配白砂糖，喝酸奶时撒上盐，

“这和我们之前在国内的饮食习惯
出入较大，刚来的时候还有点震
惊，后面慢慢就习惯了”。

除此之外，阿塞拜疆的气候
十分复杂多变。由于地理位置

的特殊性，该国拥有 9种不同的
气候类型。糟兆阳所在的首都
巴库紧邻里海，四季温差较大，
并且常年刮风。

能歌善舞,民风淳朴

“阿塞拜疆以清真食品为
主，饮食以佳美、洁净为原则，人
们主要食用牛、羊、家禽等肉类
以及里海的鱼类。”糟兆阳介绍。

阿塞拜疆在岁末年初之际有
“诺鲁孜节”，以此表达对新年的
美好祝愿与期待。诺鲁孜节到来
时，人们会举办许多文化活动加
以庆祝。阿塞拜疆人民十分崇拜
水与火，前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生命之源，后者为人们带来光明
与希望。因此在诺鲁孜节中最为
重要的活动分别围绕着“火”与

“水”展开。不仅如此，节日期间
不少人还穿上特有的民族服饰唱
歌跳舞。糟兆阳所在的巴库国立
大学也专门举行了欢庆仪式，邀
请同学们一起喝茶、吃点心等。

能歌善舞的阿塞拜疆人民十
分热情。糟兆阳回忆起某天他
在海边散步：“有一帮小伙子拿
着吉他在海边唱歌，我走过时突
然叫住了我，刚开始我还是很警
惕的，走过去后才知道他们原来
是叫我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叶女士的苦恼，很多家长都经历过。三年级之
后，孩子在学习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粗心大意，丢三
落四，作业错误率很高；以前经常得满分，现在上 80
分都很难；上课无精打采，经常开小差，不愿意回答问
题；坏习惯变多了，经常和大人顶嘴、唱反调……

很多家长称之为“三年级现象”，即在幼儿园、一
二年级一直表现良好的孩子，到了三年级，学习开始
出乎意料地变得吃力，成绩呈下降趋势，令家长感到
十分不可思议。

“与一、二年级相比，三年级要学习的知识内容增
加了不少，同时，对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要求也提
升了不少。”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小学副校长赖文指出，
特别是“双减”之后，由于一、二年级基本没有书面家
庭作业，到了三年级开始有大量的书面作业和纸笔测
验，如语文开始写作文了，英语要背诵听写了，数学的
计算量也大了不少，所以大部分孩子会感受到学习突
然吃力了不少。

“学校会特别关注‘三年级现象’，一般都会在三
年级的时候让经验丰富的老师任教，在课堂上注重学
生的反馈，让学生能够平稳过渡。”赖文表示，学校一
般都有心理老师，包括班主任也会特别关注这个年龄
段孩子的心理状态，同时加强家校沟通，帮助家长改
善育人理念和提升育人技巧，“大家一起努力，让学生
在三年级时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做好心理疏导，这样
才能为高年级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阿塞拜疆留学

知知识识小小
阿塞拜疆教育体制分为学前教

育 、普通中小学教育 、职业技术教
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截
至 目 前 ，全 国 全 日 制 普 通 学 校 共
4433 所，学生 160 万；职业技术学校
58 所，学生 5.6 万；中等专科学校 103
所 ，学生 5.73 万；国立高等院校 40
所，私立高等院校 12 所，学生共计
18.77 万。阿塞拜疆的教育支出占国
家预算的 18%，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近。阿塞拜疆国内的著名高校有巴
库国立大学、国立石油大学和国立
外交大学等。

以巴库国立大学为例，其热门
专业有教育学、数学与统计学、经济
学与计量经济学、传播与媒体研究、
语言、文学与语言学、化学、农业与
林业、历史、哲学与神学等，校内还
设有孔子学院教授汉语。

阿塞拜疆语是阿塞拜疆共和国学
校的主要教育语言。也有许多学校提
供整整9年的普通教育，3年的高等教
育和俄语学士学位。本科课程则倾向
于用英语授课，特别是在新成立或受欢
迎的大学，如ADA大学、巴库高等石油
学院、巴库工程大学（前Qafqaz大学）。

小众留学
也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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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小迪拜”阿塞拜疆：

体验简单纯粹的留学生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邹茉
图/受访者提供

“三年级现象”遇上七八岁“讨狗嫌”

家长试试这几招
三年级可平稳过渡

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孩子三年级之前，我就听说过‘三年级
现象’，很多过来人都说三年级是个坎儿，但
更多指的是学习难度的提升，一、二年级看
不出差距的孩子，三年级差距就拉开了。可
能上学期网课时间比较长，我儿子的变化不
太明显，可是开学才两周，我已经明显感觉
到儿子的‘三年级现象’比想象中要严重。”
叶女士发现，三年级的儿子不仅学习成绩退
步了，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偷
懒”“狡猾”“敏感”“不讲道理”……俗话说，
“七岁八岁讨狗嫌”，为什么孩子到了这个阶
段变化会如此之大？家长到底该如何与这
个年龄段的孩子相处？

三年级孩子的自主意识增强了，特别是男孩子，
他们不如一、二年级时那么乖巧和听话了，取而代之
的是经常乱发脾气，跟父母顶嘴，甚至谎言张口就
来。“其实这些都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
就是说，孩子长大了，大脑进一步发育，孩子变得更聪
明了。家长不必太焦虑。”赖文建议家长做好以下四
点，亲子关系会改善不少。

第一，家长要尊重孩子。“家长千万要注意，尊重
二字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发自内心，要把孩
子当成一个大人来看待。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内
心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

第二，家长要“赢得”孩子。“父母永远不要用控
制、惩罚的手段战胜孩子，以为这样就‘赢了’孩子，事
实上，父母永远赢不了孩子。父母要用和善而坚定的
态度与孩子沟通，用你的真诚来赢得孩子的心。与孩
子的沟通顺畅了，矛盾或冲突就有了化解的良好基
础。”

第三，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这需要家长加强学
习，学会控制情绪。不能只是要求孩子进步，家长自
身也要通过不断学习，进阶成更好的家长。”

第四，要给孩子多一些肯定和鼓励。“家长要善于
捕捉孩子的闪光点，但是表扬孩子也要注意方法，不
能整天‘你真棒’挂在嘴边，而是要夸得具体，比如孩
子今天做了家务，可以说‘你今天洗碗了，你真是个
勤劳的孩子！’孩子做得好的时候，鼓励会让他们做
得更好；孩子受挫时，父母的鼓励，能够激发他们的
内在动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广州越秀区名班主任、黄花小学老师秦兴菊强
调，家长要重视孩子“三年级现象”。孩子到了三年
级，知识难度大了，学业的压力也就大了，加上这时孩
子自我意识增强，懂得了趋利避害地处理问题，但是
是非分辨能力较弱，可能影响孩子的情绪情感。

如何帮助孩子平稳渡过转折期？秦兴菊建议，要
加大力度重视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
习惯包括制定目标的习惯和良好的作业习惯。“到了三
年级，相比低年段，作业量大增，孩子要学会制定目标，
就是学会把任务拆解，以便分步骤进行，这样才不会手
忙脚乱。我一般会引导学生每天制定一个做作业的小
目标。比如每天晚上做作业之前，做一个小计划，安排
好先做哪一科，每一科作业分别用多长时间。每个月做
一个中计划，每个学期可以做一个大计划。这样一步
步有节奏地进行，就不会觉得学习很吃力”。

在秦兴菊看来，良好的作业习惯包括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工整的书写、保质保量完成，以及错题的总
结和反思。通过有针对性的作业巩固所学知识，以期
形成知识的有效记忆，能发现知识的规律，得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最后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对于给孩子报各种学科类辅导班，秦兴菊提醒，
家长应关注是否必要和是否严重超出了孩子可承受
的范围,包括生理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从孩子
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来看，家长如果从一开始就重视培
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保护孩子浓厚的学习兴趣，
不断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小学的成绩一定不会差的，
而且这也是孩子学习后劲的强大助推力。

三年级学习难度增加

抓习惯树自信平稳渡过转折期

8岁自主意识增强家长不必太焦虑

阿塞拜疆素有“小迪拜”之称，东濒里

海、坐拥石油城让阿塞拜疆富得流“油”。

阿塞拜疆地处欧亚大陆接合部，是“一带

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对于不少同学而

言，阿塞拜疆依旧是比较陌生的。2021

年，糟兆阳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国土，开启

了他为期5年的本科学习之旅。

阿利耶夫艺术文化中心

诺鲁孜节糟兆阳和同学合照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何晶

不过，高校对艺考生文化课成绩要求持续走高已是事实

2月 19日，“上海戏剧学院（以下简称

“上戏”）明年表演系考生高考须达一本
线”的词条一时间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
一。羊城晚报记者随后从上海戏剧学
院招生办相关负责人处获悉，“上戏明
年表演系考生高考须达一本线”是误
读。该负责人称：“明年上海戏剧学院
的招生将继续遵循教育部相关要求，关
于表演系等校考专业招生分数线，为普
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非一本线。”

上戏明年表演系考生
高考须达一本线？误读！

目前，社会上对艺术生存在
“低分”“文化素质低”的刻板印
象。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董乐
同学目前是上戏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的大三学生，2020 年他的高
考分数为560分，比当年天津的普
通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476
分高出 80多分。据他介绍，现在
他们班上还有三位同学都是超过
本省一本线录取进来的。

上戏院长黄昌勇在接受相关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难度是逐年
提升，预计明年我们学校报考的
人数会更少一点，认为艺考对高
考成绩要求低，要改变这种观念，

新政对艺术类考试过热，或者我
们演艺界目前一些社会上普遍不
满的流量明星现象可能会有所影
响和扼制，从长远来看它有利于
我们国家艺术人才的培养。”

“低分上大学”是很多艺考生
和家长的误区，随着 2024 新艺考
政策的到来，2024 年艺考热是否
降温还不得而知。但是从目前情
况来看，对于考生来说，难度只增
不减，除了专业课过关，文化成绩

会成为一道“硬门槛”。文化课的
逐步提高不仅可以更好地提高艺
术生的综合素质，也方便选拔高
素质的艺术人才，让学生在相关
领域中有更好的发展。

2024年艺术专业文化分上涨
已经成为事实，2021 年教育部发
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
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
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2024 年
起，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高
校艺术类专业，直接依据考生高
考文化课成绩、参考考生综合素
质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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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
省级统考成绩均达到所在省（区、

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
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
成的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
录取，其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少数组
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在考
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
（区、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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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寒（化名）是预备参加2024

年的一名艺考生，她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我目前距离普通本科线
差距较大，刚开始从新闻中得知
上戏明年表演系文化成绩可能要
达一本线，就觉得明年可能不会
考虑上戏，会考虑其他文化成绩
相对较低的艺术院校。现在得知
是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觉得压力小了点，不过还
是有点难度的。”

近年来，高校对艺考生的要求
正逐步提高，不仅要求考生有过硬
的专业能力，对高考文化课成绩的
要求也持续走高。高校对艺考生
文化课成绩的要求持续走高，是否
会带来艺考热的降温呢？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在上戏表
演系高考文化成绩自划线标准逐
年提高的情况下，2023 年仍有
8000多名考生报名，录取37人，
报录比超过200:1，和往年比，报
名人数差别不大，但是录取人数更
少。其他如播音主持、舞台美术、
木偶表演等专业也是热度不减。
对此，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几名艺
考生和艺考机构工作人员。

朱洁（化名）是表演专业的一
名艺考生，她今年报考了中戏、上
戏、北电、南传等近10所院校，她
表示：“一本成绩的70%的文化线
目前还比较难达标，努力努力还是
有希望的。在报考院校时，我也会
根据录取成绩分梯度去报考，毕竟
中戏、上戏和北电是表演生的‘殿
堂级’院校，就算知道文化成绩目
前不达标的情况下，也会去冲刺一
下。”对于明年上戏表演系考生高
考须达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的要求，她笑着告诉记者：“那我估

计废寝忘食地去学习也很难达到，
还好早出生了一年。”

像朱洁这样根据院校录取成
绩分梯队报考院校的艺考生很常
见，记者了解到，如南京传媒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等知名影视艺术院
校按照文化及专业成绩达到生源
省（自治区、直辖市）录取控制分数
线的考生，按专业统考（联考）成绩
从高到低录取。以广东省为例，
2022年如果报考南京传媒学院表
演专业文化成绩至少达到313分，
报考上戏表演专业文化成绩至少
达到 346，相对于 2022 年广东省
普通类（历史）本科线总分437分，
普通类（物理）总分445分还是会
相对低一些。

冯志程是吉林艺术学院表演
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也是一
家艺考机构的负责人和代课老
师，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近两
年来，由于很多艺术院校取消了
编导类的校考，直接根据文化成
绩来录取，编导专业的报名人数
少了很多。但是随着综艺节目
的火爆和自媒体的发展，表演和
播音主持专业一直很火热，就算
文化课提升，报考人数也是只增
不减。”

虽然明年上戏表演系高考须
达到“一本线”为误读，但羊城晚
报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上戏高
考文化成绩自划线标准逐年提
高，最热门的表演专业2021年高
考成绩自划线标准为考生所在省
（直辖市、自治区）普通类本科的
第一批次分数线的60％，2022年
自划线标准提升到了65%，2023
年已经提高到了70%。对于普通
类本科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合并

的省份，“一本线”视为当年该省
的本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同样备受表演艺考生关注的
一流艺术院校中央戏剧学院表演
专业近三年来录取控制分数线也
在提升，从2021年按照考生所在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艺术类分
数线划定变成2022年和 2023年
考生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普通类本科的第一批次分数线的
60％划定。

一流艺术院校自划线逐年上涨

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热度不减

2024年艺术专业文化分上涨

提升文化课有利于艺术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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