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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文化课每天都应该坚持学习

为了提高专业课的成绩，一些艺术类考生
会在专业课考试前两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内，
完全放弃文化课的学习。当记者提到这一情况
时，郑州大学广播电视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张兵
娟面带一丝忧虑。她说，“很多考生过早地放弃
对文化课的学习，其实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文
化课每天应该正常学习，步入高中后利用每年
的寒暑假集中学习专业课，在高二暑假注重对
专业课的强化，再加上平时良好的学习习惯，根
本不用完全放下文化课去专门学习专业课。”

据了解，播音与主持专业更注重考生综合
素质的考察，虽然每年考生只要过了文化课的
分数线，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录取在这个基础上
会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到低排，但是前提是必
须要过了文化课的线。

“考生在参加艺考的复习过程中，必须处理

好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学习矛盾。”中原工学院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系系主任高
长方副教授，这位多次担任河南省播音专业省
统考评委的人士认为，这种矛盾具体到每位考
生身上大小不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统筹安排
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比例。比如有的考生专业课
水平高但文化课成绩差，就要在复习时侧重于
文化课；有些考生的文化课水平高但专业课成
绩差，就要在复习时侧重于专业课。“不论怎样
安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决不能等到
专业考试结束后，才进行文化课的学习。往年
我们都有专业课考个高分，但最终却因为忽视
了文化课的复习而名落孙山的教训。”

考查要求——
让综合素质为自己“增分”

一个值得艺术考生注意的是，实际上在专

业课的考试中，考生的综合素质也是考查范围
之内的。比如，当问到考生对某个历史事件某
个时政新闻的看法时，倘若考生没有良好的文
化基础，就不会回答出令考官满意的答案。有
关人士提醒广大考生，在专业课的考查中，其实
融入了对考生文化素质的考查，不能失之偏颇。

作为评改考生试卷的“考官”，河南工程学
院艺术设计系主任陈涛教授认为，以往社会对
艺术高考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艺术高考对文
化课要求不高。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从事艺术
一样需要良好的文化功底。考生在重视专业考
试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到齐
头并进。“为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许多美术
类院校逐渐加大对文化课的要求，比如录取方
式按文化课与专业课分数比各占50%等措施。”

“必须对文化课重视起来，综合素质很重
要。”张兵娟强调说。一个优秀的播音与主持专
业的学生，张口说话、言谈举止都和文化素养分
不开。针对有些考生文化素质欠缺的情况，她

建议，学生可以通过坚持看《新闻联播》、听广
播、大声当着家人朋友的面读新闻的方法培养
文化素养，同时也能提高专业实力，一举两得。

未来趋势——
文化课分的录取比重逐年增高

王春芝，中原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系副主任，多次担任河南省编导
专业统考评委。王春芝针对艺术考生近段时间
放松对文化课的学习这种情况强调说：“艺术考
生专业考试临近，在专业课方面加强学习占用
多些时间无可厚非，但文化课也不要停滞，原因
很简单：现在的艺考，专业分数和文化课分数都
很重要。”

“艺术类学生千万不能放松对文化课的学
习。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黄河科技学院播
音主持系专业讲师张永洁分析说，从这几年的
录取成绩来看，录取院校对艺术类考生的文化
课要求越来越高。“前年文化课的录取成绩为
310，去年是350。考生在专业考试之前对专业
课加大准备力度无可厚非，但文化课一定不能
忽略，两者要兼顾。”

事实上，不久前省招办对外发布的《河南省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生业招生实施
办法》规定，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艺术专业，本
科文化录取控制线按不低于河南省本科二批录
取控制线的 65%确定，专科文化录取控制线按
不低于河南省专科二批录取控制线的 70%确
定。对此，有关人士表示，在临近专业考试的

“百米冲刺”阶段，考生可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
课学习为辅。但应该注意的是，专业课考试后
一些考生总惦记着自己的专业合格证书，如果
等专业课合格证书发下来再全力投入复习文化
课，时间就不够用了，这中间至少要一个月。所
以考生一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滞留在专
业课考试的喜悦或者沮丧当中，专业考试后马
上全身心投入到文化课学习中来。

文化课分在艺术高考总成绩中逐年增高

艺考生“撂”下文化课将得不偿失
不久前，省招办对外发布的《河南省

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生业招生实
施办法》规定，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艺术专
业，本科文化录取控制线按不低于河南省
本科二批录取控制线的 65%确定，专科文
化录取控制线按不低于河南省专科二批录
取控制线的 70%确定。目前，离专业课考
试越来越近，更多的艺术考生将大部分精
力或全部时间放在了专业课上。采访中考
生徐婧告诉记者：“文化课在考前两三个月
内完全被‘丢弃’。”那么，艺术考生的文化
课应该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最合适？
艺术生究竟如何处理好专业课和文化课的
学习矛盾？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
几位曾做考官的专业人士。

晚报记者 唐善普 实习生 毛玺玺/文
晚报记者 赵楠/图

晚装走秀是此次大赛中的保留节目。伴
着音乐，身材高挑的选手四人一组身着各色晚
装款款而行，或雍容华贵或甜美可人，或温婉
大方或端庄雅致。一款款晚装随着“猫步”而
轻轻摆动，一步一转各展绝技尽显风姿，一回
眸一浅笑，步伐轻盈，活力自信。选手们将自
己亭亭玉立的身段和不同款式的晚礼服呈现
出来，一股青春活力扑面而来，尽显东方女性
的含蓄之美，给观众带来美的视觉享受。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
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
烦恼”。轻缓柔情的音乐中，身着浅白碎花旗
袍的选手，通过茶具展示、洗茶、泡茶、倒茶、敬
茶等环节的娴熟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而伴着茶艺表演的是六位身着红色、黄

色、浅紫、蓝色、浅红碎花等颜色旗袍的选手，
她们迈着淑女般的小碎步，仿佛一朵朵盛开的
娇艳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美不胜收，赢
得观众阵阵喝彩声。

“模仿杰克逊”节目更是赢得了少有的接连
不断的掌声。相似的造型、到位的舞蹈模仿、与
乐曲旋律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熟悉的强劲
舞曲，让观众欣赏到熟悉的杰克逊的舞姿，以及
夸张而充满活力和美感的肢体动作，一阵接一阵
的掌声，传递出人们对选手的认可。

整个节目表演中，最让人难忘的当属创意
服饰展示环节了。在舒缓轻柔的音乐声中,六
个身着各异服饰的选手慢慢地走向舞台中
央。深蓝的布条缠绕在由几根铁丝做成的连
衣裙架上，衣角轻盈而又不失自然；由数十张

废报纸做成的无袖裙子上，前后胸各自佩着同
样由报纸做成的大花朵，选手头上戴着的报纸
花饰，别致中透着时尚气息，赢得观众阵阵喝
彩声；还有那几根老根藤环绕而成的另类时
装，以及一些人们随手丢弃的废品做成的款款
时装，经选手们以走秀的方式展示出来，向人
们传递着“低碳生活就在我们的身边”的理
念。在掌声中，观众从中感受到这场比赛所传
播和宣传出的另一种“时尚”：低碳生活人人都
可以做到。

“低碳生活原来并不是太难。低碳生活对
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能力，我们应
该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从点滴做起，
注意节约变废为宝。”大赛组委会相关人员表
示。

“2009魅力大商·时尚达人选拔赛暨第二届中原校园风采大
赛”总决赛，于12月24日在大商集团郑州新玛特总店举行。决赛
现场，选手除为观众送上一场丰富多样的才艺表演外，大赛组委
会还通过创意时装秀的方式传递着低碳生活的理念，并组织了
专为患病大学生的募捐活动，让颗颗爱心汇聚成一股暖流在感
染和感动他人的同时，也为病中的同胞带来希望与信心。

晚报记者 唐善普/文 赵楠/图

“我怕，我怕再也不能回到同学们中间
——”“我怕，怕再不能叫一声妈妈——”在总决
赛，选手们刚刚表演了三个节目，主持人充满感
情而又凄婉的独白，将刚刚还沉浸在欢快的气
氛中的观众拉到了一个揪心的故事中：老家在
开封杞县的郑州牧专18岁学生张敏，今年11月
被确诊脑部患有 4个肿瘤，在成功地接受了脑
部脓水清洗手术后进入化疗阶段。父亲患有慢

性疾病，哥哥身体不好，巨额医疗费让她的家雪
上加霜。得知情况后，由郑州晚报大学生记者
团联合发起“一元钱”救助张敏行动，在校园募
集到4万余元善款。为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救助
张敏的爱心行动中来，大赛组委会决定在比赛
现场为张敏募捐。

1元、2元、5元、50元……现场的观众不断
将钱投到设在现场的募捐箱中，在商场里购物

的市民也纷纷献出爱心，许多人捐出钱后不愿
留下姓名。“这不算什么，希望那个学生能快好
起来上学。”

这个原本是节目单中的“编外节目”却吸引
着最多的观众，并贯穿于整个比赛，也成为了时
间最长的节目。这股由爱心汇聚起来的暖流，
温暖了严寒的冬季，也带给了张敏更大的信心
与希望。

报纸做时装 低碳生活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创意时装“秀”身边的低碳生活创意时装“秀”身边的低碳生活
比赛现场还为患病女生组织了“一元募捐”活动

爱心涌动“一元募捐”为患病女生送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