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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今日金评

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提高文
化课成绩要求、推进分类考试分类
录取……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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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系列新规
将给艺考带来哪些变化？对家长和
考生们有何影响？记者进行了调查
采访。

（本报今日A03版）

“学习不好才去艺考”“三四百
分就能上一本”……长期以来，由
于高校对艺考生的文化成绩要求
相对较低，同时很多艺考生将大量
精力投入专业课而忽视文化课的
学习，使得一些人把艺考生和“易
考生”等同起来，甚至部分家长和
考生以此作为“升学捷径”，感觉学
习成绩不行了才突击学习并报考

相关专业。
这次对艺术类招生考试出台

的“严格要求”，让人们最大的感受
就是“艺考”不再是简单的“易考”
了，对文化成绩的要求提升了不
少。意见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成绩
要求。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
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
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
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
数线。最大的亮点是，艺术院校的
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
不低于50%。

这样的“艺术考试”才是我们
想要看到的。艺术考试早就不该是
升学的捷径。长期以来，学习成绩
不好的学生才去参加艺术考试，几
乎成了进入高等学府的不二捷径。
一些人看到了“艺术考试很容易”
的现实，会想尽一切办法加入艺考

大军。当然，艺术考试，未来培养的
是文艺人才，似乎这里的“艺术”才
是最为重要的。可是，这些年的事
实也再一次证明了“艺考”成为“易
考”的问题十分突出。比如，唱唱
歌、跳跳舞，文化成绩低劣，却能进
入高等学府。而且其中还不断出现

“艺考腐败”问题。最终导致的就是
艺术事业的低端发展。一些人从艺
术学校出来之后，成为了“闪耀新
星”，却是“德不配位”的，创作的歌
词病句连天，创作的作品导向错
误，演戏只能靠“对口型”配音。甚
至出现了很多劣迹艺人，这些都与

“艺考”变成了“易考”有关系。
提升文艺事业的档次，需要提

升艺考的门槛，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文化成绩。艺人不能只是会跳舞、
会唱歌、会演戏，还需要德艺双馨，
还需要学富五车。没有到位的文化
成绩，就不可能有文艺事业的真正
繁荣和发展。那些能真正引发共鸣
的文艺作品，哪一个不是有着深厚
的文化基础？艺术，是与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并举的学科。

时代需要文艺的繁荣，文艺的
繁荣需要更多的优秀艺人，而要成
为优秀的艺人，成为永远的“星
星”，就需要文化成绩为依托。没有
文化的基础，艺人只不过是“没有
灵魂的躯壳”，说白了就是个花瓶
子而已，我们不要“金玉其外败絮
其中”的虚假文艺繁荣。

“艺考”不再“易考”，文艺才有
馨香！

郭元鹏

家校社合力
让“学伴小组”
走得更顺些

9 月 24 日，《现代金报》对甬城
各中小学完善课后服务体系的做法
进行了重点报道。其中镇海区区域
推进“学伴小组”的做法，是丰富小
学生双休日和节假日生活的可贵探
索，值得进一步的关注。

镇海区教育局倡导并推进的
“学伴小组”活动并没有采取一刀切
方式，而是让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制
订“一校一策”，有序推进。从镇海区
多所小学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活动信
息来看，各校所开展的“学伴小组”
活动，有学习互助、体育锻炼、参观
考察、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

基于同一个班级、同一个小区
（村庄）、共同兴趣爱好等所组织起
来的“学伴小组”，既是“双减”政策
落地的产物，同时也是进一步推进

“双减”落地的有效举措。
“双减”的落地，让双休日和节

假日不是在培训班就是在去培训班
路上的小学生有了更多闲暇时间。
那么，引导学生把闲暇时间过得更
有意义，让学生利用好这段“留白”
的时间学到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促进多方面成长，自然就非常有意
义。

从相关报道来看，镇海区倡导
的“学伴小组”活动，目前在教师、家
长、社区工作者的参与和陪伴下有
序开展。小学生通过参与“学伴小
组”活动，可以增进和同学的交往、
进一步了解社会、提升人际交往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对学生的终
身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这
也是让更多小学生从“我”走向“我
们”的一种实践方式，是对学校教育
的一种补充。

“学伴小组”毕竟是个新生事
物，究竟能在多长时间内保持新鲜
度和热度，究竟能走多远，这还有待
于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要让“学伴小
组”持续发力，需要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共同努力。

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要起好
协调的作用，让更多的社会资源能
为“学伴小组”开展活动提供服务。
对于学校而言，要引领家长在重视
和参与“学伴小组”活动方面形成合
力。在让“学伴小组”活动常态化的
过程中，家长的支持非常关键。一方
面，家长要认识到“学伴小组”对孩
子成长的重要意义，支持孩子参与

“学伴小组”的活动；另一方面，家长
要尽己所能，舍得花时间和精力来
做“学伴小组”的陪伴者和保障者。

学校可以把“学伴小组”的活动
纳入到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中，
建立激励机制，让“学伴小组”的活
动不流于形式，让学生在参与过程
中真正收获成长。

刘波（镇海区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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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
不再“易考”

文艺才能馨香

今日金评“双减”先声

漫画：严勇杰

“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引发社
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坊间普遍认
为，能否得到家长的理解配合，是
其能否贯彻执行的一大关键因素。

为了解学生家长对于“双减”
的真实态度，近期，共青团中央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家长的抽样调查。调查情
况显示：86.8%的受访家长支持提
高校内教学质量，同时减轻学生校
外培训负担。74.8%的受访家长支
持减少机械重复的刷题，减轻孩子
作业负担。72.7%受访家长表示教
育焦虑有所缓解。82.6%的受访家
长支持学校为学生开展课后服务。

“教育焦虑”是当下中国社会
一大顽疾，这也是促成校外培训

“爆火”的根源所系。习惯了被裹挟
着“奔跑”之后，突然被喊停，很多
人担心家长们一时之间会不适应，
进而影响“双减”推进。

看了共青团中央的抽样调查，
令人长舒了一口气。数据表明，“双
减”获得了绝大多数家长的高度支

持。看来，只要加大宣传解释力度，
家长们接受“双减”，并不是难事。

高兴之余，也必须看到，依然
有部分家长持观望乃至否定态度。
虽然比例并不高，但如果不能有效
引导化解，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
响，不容小觑。家长们固然“卷”得
很累，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力度，真
正做到“双减”，但对于是否真的能
减负，不少家长还要等待实践验
证。应该看到，这种矛盾心态具有
一定普遍性。

调查显示，依然有2.3%的受访
家长决定给孩子报名一对一私教，
1.8%的受访家长表示会攒班请老
师授课。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人
在“加餐”，就难免会引发其他人跟
风，其后果可想而知。

一方面，学校要遵循教育部推
进“双减”工作的统一部署，规范设
立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
指导、咨询和辅导，当好家长们的
灵魂导师，通过引导家长了解教育
的本质和教育规律，解开家长的心

结，懂得自己的职责是保证孩子的
身心健康和快乐成长。

另一方面，落实“双减”的过程
中必须把工作做细做实，充分考虑
个性化需求，切不可搞“一刀切”。
事实上，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

近日，就有家长在人民网领导
留言板投诉“延时课为什么不用来
做家庭作业”，引发了热议。不止于
此，还有些地方在推行课后服务
时，为了工作“方便”，罔顾“自愿”
原则，要求所有孩子必须全部参
加。全员参与之后，因为学校场地
等限制，孩子们基本上只能坐在教
室里做作业，很难有参加兴趣活动
的机会，家长们纷纷怨声载道。

“双减”的初衷是给孩子和家
长减负，“一刀切”只能适得其反并
制造新的焦虑，还能赢得家长们的
支持吗？即便支持“双减”的家长，
遭遇这种不讲人性化的“一刀切”
做法，恐怕也会滋生不一样的念
头。“双减”的好经，绝不能被“一刀
切”念歪喽。 胡欣红

要警惕念歪了经“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