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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评价包
括期末考试、课堂表现（平时
表现）、作业等综合考评。尤
其是作业，不好好做作业，不
容易过级。

邢文君说，初来乍到的学
生刚开始时对做作业感觉很吃
力。因为，美国的作业不似国
内简单的抄写运算，做美国作

业“很苦”。一是全英文，二是
要到图书馆、网上等查许多资
料。三是作业要持续几天甚至
一周。四是作业内容观点全是
自己的，不能照抄了事。

“我是半年后才适应的。”邢
文君说，本来想着自己英语底子
还行，但做作业还是很费心。如
曾 做 过 一 道 作 业 题“ 分 析

ZARA”这个服装品牌在中国迅
速扩张的原因，从经济学、从金
融学等多方面分析，并给出推广
建议等。

从收集资料，做市场研究，
然后汇总资料，再进行分析，
建立自己的观点，并找出支撑
的依据。内容和观点一定要是
自己的，要用强有力的东西来

支撑自己的观点，这里不论观
点对和错。但如果是摘抄他人
的，一定是不及格。在刚到校
时，留学生都要签一个类似保
护知识产权的协议。

“ 这 样 的 作 业 挺 锻 炼 人
的 。”邢 文 君 说 ，经 常 遇 到 同
学 ：“ 在 干 嘛 ？”“ 做 作 业 ”的
对话。

一直以来，美国是中国孩子
最向往的留学国度，但同时
也是因为学生准备不足盲
目留学而造就不少“留学垃
圾”的国度。那么，如何尽
快适应留美的学习、生活，
更好更快完成学业，找到满
意工作呢？上周五，记者在
一鸣留学公司，采访了从美
国加州马利蒙特大学留学
归来的美国部经理邢文君，
相信她的留学经历能给正
准备出国的学生提供一些
有益借鉴。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中国学生不爱做课前预
习，但在美国学习，尤其是刚来
的学生，一定要做好这一点。”邢
文君说，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好
这一点有三大好处：一是可以勉
强跟上老师讲课进度，提高课堂
效率，不至于落下太多的课。二
是课堂讨论时有话可说，可以拉
近并融入小组其他学生中。三
是在讨论中有独到的观点和看

法，能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这一
点非常重要。

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国外课
堂上，因为语言表达不太好不爱
参与讨论，有些学生因性格内向
不爱表达，这都是不好的表现。
美国的课堂倡导自由、发散性思
维，尽情表达，没有对与错，只要
有观点支撑就行。

美国课堂老师讲课非常快，

同时术语多，又全是新的知识
点，所以，中国留学生刚上课时，
90%以上的人如听天书。有些学
生就用录音笔录下来，课后再
听，但效率低，费时。

邢文君的经验是：提前与老
师联系，让老师推荐与课堂内容
相关的书目以及要读的章节。
一般这样的书会有 2~4 本，所读
的有 200 页左右。提前阅读后，

在课堂能跟上老师所讲内容及
发散性的思考问题等。“一定要
把当天的内容消化掉，不然，不
会的知识‘欠债’一多就补不上
来了。”邢文君提醒。

另外，就是找老师要重要内
容的课件，课后复习，然后再加
上勤奋。这几种方式的叠加，邢
文君不到一个月就能在课堂上

“挥洒自如”了。

听懂课的秘诀
一定要做好提前预习

做好作业的技巧
说自己的话，有支撑自己的观点

邢文君留学的马利蒙特学
院，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以南, 在
美丽的加州海岸线之上。马利
蒙特大学的华人学生不是很多，
但影视制作专业的华人学生相
对多些。

邢文君介绍，那里环境优美
景色宜人，离洛杉矶市区40分钟
车程。学校附近购买一般生活
用品方便，只是大件物品要驱车
或坐BUS到市内大商场选购。

“生活上刚开始时非常不习

惯，美国人多吃三明治、汉堡、生
鱼片、各种烤牛肉、蔬菜沙拉、香
蕉等，冷食多热食少，随处可
买。中国学生一开始吃着很新
鲜，但几天下来就倒胃口。”邢文
君笑称，当时自己10多天就成瘦

美人了。一个月后邢文君自己
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己做饭吃。
原来，一个月后她在校外租了房
子，自己采购做饭用的材料。超
市里的物品很全，做中国味道的
饭菜基本不成问题。

适应吃的方法
一个月后自己做饭吃

点评（郑州新世纪高考补习学
校贾老师）：像这名同学，从根本上
解决文化课问题，得从根源上剖析
造成艺术生文化课不好的原因。很
多艺考生走上学习艺考，就是文化
课不好。再者，学文化课时间少，等
专业考试完回到学校，三轮复习都
已结束，由于长时间不学习文化课，
学起来费劲，导致厌学情绪。这是
绝大部分艺术生面临的问题。

正如这名同学所说的，面对艺
术院校录取文化成绩越来越高的新
规，当下应找对学习方法才能事半
功倍。如果仍以“普抓重点，细分考
点，攻克难点”的传统方法，显然不
适用文化课成绩偏低的艺考生。

这名同学的学习方法很重要。
分清主次,抓重点分,形成知识体
系。抓好限分科目的复习。尤其是
重点名牌院校对英语、语文等科目
有分数要求,能否达到规定的分数
关系到高考的成败,必须加强复习；
正确取舍，对文综等对基础依赖性
小的课程,相对提高成绩较容易,要
最大限度地提高成绩,这在后期学
习时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答题技巧
训练，对卷面、书写、格式、序号、答
题模式等不能大意。

近几年来艺术生文化
课录取分数的提高，无
疑将诸多考生置于专
业成绩与文化成绩长
短腿的尴尬境地。对
文化课基础本就不好
的艺考生来说，如何提
高文化课是最为头疼
的事。选择了走艺考
这条路，考生更应在最
后三个月里以积极的
心态投入到考前复习
中。本期，记者采访了
一位往届学哥和老师，
希望能给正拼搏的艺
考生们一些借鉴。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一个老艺考生的心里话

百天学文化，多用“针对性和技巧性”

艺考生小蔷：2012 年考入
中央美术学院。当年拿到了8
个学校的专业合格证。当年该
学院文化课分数线为 400 分。
单科要求成绩：语文 80 分，外
语70分。

面对这两年艺术生院校录
取文化成绩越来越高的新规，
老师和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应积
极鼓励我们这些艺考生调整心
态，同时帮助找到更为科学的
学习方式和复习方法。

从复习时间上来看，我们
与普通文化生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的文化课学习时间概括为
两个阶段：专业课考试前和专
业课考试后。艺术生大都是从
6 月份开始到校学习文化课，
大概到 10 月份就到专业课培
训学校去专门集训。

基本上在校学习文化课的
时间是 3 个月，而后就要随时
奔波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到
各省的专业联考、校考结束后
就到 2 月底了。这时候我们才
真正的有时间开始面对“文化
课”这只拦路虎了。那种感受，

尤其是当你不想面对却又不得
不面对时，尤其是专业课稳操
胜券，但文化课却咫尺天涯时
那种期盼。

对我们来说，在文化课学
习上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出现
了时间上的断层，也就是说在
11 月份到 2 月底这个阶段，由
于要学习和参加专业课的考
试，导致文化课的学习出现了

“真空”，这是艺术类考试与文
化课考试最大的区别。与传统
的高三三轮复习模式比较，我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一轮复
习没学完，二轮复习赶不上、三
轮复习学不会”。

我主要说说英语和数学
的学习的“突击性、针对性和
技巧性”。

大多数艺术生英语都不
好。但是好多艺术类学校在录
取时都需要小分（除了总分外
还规定单科的分数线一般是
75~90 分），所以，不能对英语
掉以轻心。每年都会有总成绩
上去了，却因为小分与理想学
校失之交臂的遗憾发生，就是
因为过于轻敌。

英语学习是个长期的积累
过程，不能等到最后突击。每
天都要注意单词的积累，一定
要仔细地记，用心地背，不要怕
忘了，要学会用符合科学的记
忆方法比如循环法。经过积
累，三个月里，基本上单词和短
语就能过关了。

记单词是大事但不是学英
语的全部。在边记单词短语这
个过程中，不能忘记了在这三
个月的整个冲刺阶段，要集中、
大量、突破地全面学英语。比
如每天去读一篇阅读理解（高
考真题），既可以积累词汇，单
词和短语又可以品味原汁原味
的高考阅读；比如一周至少做
套英语真题试卷。另外，最重
要的一点，平时一定要跟着老
师的步子走，包括练习、考试
等，千万不能另搞一套。

艺术生的语文分数普遍不
太高。建议采取放长线钓大鱼
的方式。时间紧、任务重应该
怎么办呢？采取务实的态度
学。抓基础题和作文。多看课
本和多见试题。作文的分得到
了，过90分、100分没问题。

老艺考生心里话
学文化要多用“针对性和技巧性”

业内点评
艺考生学习方法
和心态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