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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来信

“允许迟到”的行政通知格外暖心

漫画 严勇杰

文化课不行就去艺考？门槛高了！

为选拔艺术专业人才，我
国自 1952 年开始艺考。1999 年
高考扩招之后，艺术类专业的
招生、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对
文艺事业的繁荣产生了积极
意义。但是，在原有艺考模式
下，一些考生入学后因文化综
合素养不足，专业发展受限。
特别是部分明星文化课成绩
明显低于普通考生，受到公众

质疑。
艺考热背后，是急功近利

的众生相，导致考生忽视文化
素养的提升，严重有悖艺术类
人才的培养规律，一些艺术生
考上后甚至连完成基本学业都
有困难。正因如此，2021 年，教
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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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到 2024 年，基本建立以统一
高考为基础、省级专业考试为
主体，依据高考文化成绩、专业
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
招生制度。

从各省发布的2024年考试
说明来看，“文化不行靠艺考上
大学”此路不通了。按照要求，
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
试成绩的专业，2024 年起，高
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
上不低于 50%。同时鼓励高校
进一步提高高考文化课成绩
录取要求。安徽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数据显示，2024 年美术与
设计类、音乐类和播音与主持
类报名考生分别为 2.4 万人、
0.49 万人和 0.18 万人，2023 年
则为 3.19 万人、0.7 万人和 0.3
万人。有艺考培训机构统计，四
川省2024年艺术类考生规模近
6 万人，较 2023 年下降约 10%。
一些艺术类高中优化了专业课
和文化课的教学时间配比，考
生每周有更多时间学习和巩固
文化知识。

艺术和文化是相辅相成
的。国家一再强调提升对艺术
类考生文化素质的要求，彰显
了对艺术类人才培养规律的尊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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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文化成绩门槛，让艺
考不再“易考”。新一轮艺考改
革的全面落地，进一步纠偏“重
专业轻文化”“临时速成”等功
利化思维，有助于让更多拥有
艺术天赋和文化内涵，真正热
爱艺术的人才脱颖而出。

胡欣红

随着气温逐日下降，对于
每天早起上学的学生们来说，
考验在加剧。为此，12月19日，
宁海县教育局向辖区内各学校
发布通知：“不强求学生穿校
服，允许偏远山区、离校较远的
学生迟到，一切以安全为第一
原则，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在
接送孩子的路途上注意安全。”

（12月20日 甬派）

几天前，宁波一些学校发
出通知，允许学生不穿校服上
学，说是温暖至上。此举引发各
方好评，纷纷赞曰：暖心！此次
宁海县以教育局的名义发出这
样一则行政通知，不但允许学
生不穿校服上学，还允许偏远
山区、离校较远的学生迟到，其
意义就不仅是一句“太暖心了”
所能概括。

习惯上，人们总是把教育
行政部门想象成凡事都按照既
有规章严格行事的“衙门”，严

格死板，缺乏人情味。严寒天，
学生穿不穿校服，偏远地区的
学生上学有什么困难等具体而
微的事情，一般不会顾及，更不
会像宁海县教育局这样正儿八
经下发这样一则通知，所以说，
宁海县教育局这则通知刷新了
人们对行政机关的认知，切切
实实让人们感知到了教育行政
部门的人文情怀。

这份人文情怀源自宁海县
教育局的同志对当地地形（山
区县）和办学条件的了解，源
于他们不墨守成规、因时因势
调整成文规定的处事方式，源
于他们牢固树立的正确育人
观 ，即 一 切 以 安 全 为 第 一 原
则。没有之一，学生安全大于
天，诸如穿不穿校服、上学迟
到几分钟，在安全面前，又算
得 了 什 么 ？轻 重 缓 急 要 分 得
清，本末不能倒置，面对突如
其来的严寒，教育管理者适时
破几条规矩，出台一些权宜之

计，既体现了教育智慧，又展现
了应有的勇气和担当精神，应
予点赞。

在此，我要把胡陈中学八
（3）班小金同学的一席话转引
在此，他说：“我家在离学校 10
公里外的山村，平时早上 5 点
多起床才能赶上村子的早班
车，但这两天早上天还没亮就
等车实在是太冷了，今天迟到
了，老师没有批评我，还对我
嘘 寒 问 暖 的 ，感 觉 心 里 暖 暖
的。”

教育管理者要有“衙斋卧
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
民生情怀，看得见学生的上学
难，听得进学生的诉求，在制定
和修订有关规章条例时始终把
学生的权益和安全作为优先
选项，就像宁海县教育局这样
把学生安全作为第一原则，一
切从维护学生的安全利益出发
去施政。

陌上青

近期，各地陆续
进入艺术类专业考
试时间。20多个省份
开启统考，一些省份
部分科类考试结束。
2021年，教育部启动
了艺考招生改革，
2024年是艺考改革
全面落地的第一年，
艺考呈现出哪些新
变化、新特点，引发
了舆论关注。
（12月16日 新华社）

读懂考研人数
首降的“风向标”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
于明日至25日举行。对于备受关注的考研
报名人数，教育部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公布
数据：438万，比上年度减少36万，下降约
7.6%。这也意味着，2015年以来我国考研
报名人数连续8年增长态势就此终止。

（12月19日《光明日报》）

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报考人数
一直保持高位增长。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
2022年的7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5.8%；
2023年更是达到474万的历史高位。2024
年的招生考试在即，报考人数已止步于438
万，出现九年来的首次下降。个中“理性”因
素，值得社会关注与思考。

综合分析导致考研报名人数“首减”
的成因，不无多方面因素。首先，考研性价
比下降让考生不再盲目“跟风”。回顾过
往，考生考研主要动机是为提高自己就业
和从业核心竞争力，多数考生也认为研究
生学历对就业有很大帮助。用人单位更是
以居高不下的招聘门槛助力“考研热”升
温。但随着“文凭不等于水平”理念的渐趋
深入人心，读完硕士可能同样面临就业难
已成不争现实，盛行一时的“研究生即就
业”认知遭遇挑战。花费巨大代价去追求
一个相对有限提升的性价比质疑，让“考
研热”失去往日光环。

其次，多重客观因素也对“考研热”产
生分流、分心、理智的降温影响。比如，考
公考编的持续升温，既为考研大军分流，
也向考生传递出“就业为先”理念；多所高
校“步调一致”地祭出延长专硕培养年限
的举措，也向社会释放出“读专硕需付出
更多时间成本”的明确信号：近年来“高校
清退不合格学生”的新闻频繁进入公众视
野，加之“论文外审”等措施落地，让研究
生学历的“严进严出”渐成大势。

解读考研人数九年首降，无需将其简
单理解为对考研的“失望”，而应从人才培
养、职业发展和高校改革的更深层面理性
思考。纵观当下社会，学历固然重要，但更
为重要的则应是劳动者的实际工作能力
和对行业发展及职业创新的深度了解。职
场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个体，而非过度追
求高学历的“纸面英雄”。大学毕业生是否
决定考研，应该是对自己发展潜力评估和
个体职业规划的理性判断。放弃考研绝不
等同于放弃进修和提升自我的机会，毕竟
职业发展无上限，而继续学习、终身学习
就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应有状态和必
由之路。

围观考研人数九年首降，更需包括高
校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人才培养、职业观念
和教育体系的理性思考。追求高学历无可
厚非，考研读博也当得到鼓励；但“唯学历
论”则不足取。尤其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
更当看水平、重能力，不拘一格；高校要更
加注重学科和专业的实际应用性，务实培
养学生的实操能力；要引导社会对于人才
需求更加注重全面素质，为职业发展提供
更具多元化的选择。 张玉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