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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高校为追求
多学科发展，竞相开办学费标
准相对较高、办学门槛较低的
艺术类专业，盲目扩大艺术类
专业招生规模，虽然客观上为
学生报考增加了选择，但因办
学定位不准，招生规模及专业
设置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
象。

据了解，有的学校跟风开
设艺术类专业，但师资力量比
较薄弱，专业性和学术性达不
到标准和高度，学生就业也较
为困难。调研显示，2020年，艺
术类本科专业招生人数在全
国本科招生总数中的占比仅
次于工学和管理学，位居第
三。但从初次就业情况看，其
总体就业状况与其他专业有
明显差距。

“热门的艺考，冷门的就
业，这句话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艺术类招考设置还要从人才

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
科学调整。”东北育才悲鸿美
术学校专业部主任王海玲说，
艺术人才的培养从入口到出
口在学科设置上需要宏观把
控。

对此，意见提出，推进高校
艺术专业特色发展，明晰人才
选拔培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
专业布局，对社会需求不足、
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
减或停止招生。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这要求高校一方面要
突出办学特色，构建与办学
定位和特色相适应的艺术人
才选拔培养体系，着力选拔
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需
求，综合考虑学校办学条件、
师资队伍、毕业生就业状况
等，优化艺术专业设置，合理
安排招生计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9月24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艺
术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改
革工作视频会议，全面动员和部署做
好两项考试招生改革工作。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同志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是
国家基本教育制度，高校艺术类专业
和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是高校
考试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多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去年以来，教育
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
意见，研究制定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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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
部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
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
的指导意见》。

会议强调，实施两项考试招生改
革，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
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材、促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和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举措。各地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从立德树人的高度充分认
识实施两项改革的重大意义。要促进
教育公平，为有艺术体育特长的孩子
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通过进一步加
强统考统测，严格选拔标准，引导高校
不再盲目组织校考，减轻学生和家长
的考试负担和经济负担。要坚持科学

选材，推进分类考试招生，根据不同专
业人才选拔培养要求采取不同的考试
方式，艺术史论等专业直接依据高考
成绩录取，大部分艺术类专业依据高
考文化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录取，少
数高校高水平艺术类专业可在高考和
省级统考基础上，组织专业校考。要提
升文化底蕴，进一步提高对艺术体育
类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要求，加强人
文综合素质考查，选拔培养全面发展
的高水平艺术体育人才。要严格规范
管理，引入校外评委制度，建立健全回
避制度、“黑名单”制度等，坚决堵塞利
益交换空间，确保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会议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充分认
识推进两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
相结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改革
任务，深入细致开展政策培训，大力加
强宣传引导，严格考试招生规范管理，
确保两项改革落地见效。各地要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明确改革任
务及工作进度。各有关高校要根据两
个《指导意见》和各地实施方案，进一
步明晰办学定位，完善考试招生办法，
确保各项改革要求落实到位。

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
局、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
各有关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
同志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各省（区、
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教育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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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艺考腐败案件
时有发生，其中校考环节不公
开不透明、教考不分离、招考
权力过于集中等屡受诟病。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艺术
专业分类考试。积极扩大省级
统考范围，到2024年基本实现
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
不断提升省级统考水平和质
量。严格控制校考范围和规
模，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业
准入退出机制，科学合理确定
校考形式，严格控制现场考试
规模。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
置校考考点。健全完善考评人
员遴选机制，优化考评人员组
成结构。加强考试组织规范管
理，严防考试舞弊。

不少艺术教育工作者认
为，扩大省考覆盖面，缩小校
考范围，是规范艺考，促进其

公平性和科学性的有力举
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鲁晓波说，自 2010 年省级统
考大规模推行以来，统考在
规范艺考、形成判断、节约成
本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东北育才悲鸿美术学校高
一年级新生家长于鹤认为，改
进考试方式后，可以减少学生
去外地考试的次数，为考生和
家长减轻了很大负担。

对于一些高水平的专业艺
术院校，校考仍不可或缺。鲁
晓波说，省考与校考绝非对
立，而是互为补充、各有所长。
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艺
考在全国范围内的标准化，从
教育的角度平衡区域发展。后
者则保证了人才录取的多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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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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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类考试分类录取中，也特
别强调了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如
对艺术史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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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考生和家长是一个提醒，
是因为文化课不好才来选择，还是
真正热爱这个专业，需要学生和家
长作出更慎重的选择。”王海玲说，

“艺术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从长远
来看，能持续发展较好的，一定是文
化课和专业课都好的学生。学校在
下一步的培养中，将更加注重文化
课和专业课并重，系统分类推进，结
合学生实际，设置科学备考方案，为
不同需要的学生进行提升。”

鲁晓波认为，“艺术，是与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并举的学科。
任何一个方面是短板，都会造成

‘木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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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动员部署
高校艺术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
考试招生改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