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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高招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洛教融媒首席记者 刘敏 记者 吕温 赵梦晨
莫思琪 姬明星 文/图

2025年高考拉开帷幕！11月30日、12月1
日两天，我市7139名考生参加了2025年高招艺
术类专业省统考笔试科目的考试。这次考试与往
年有何不同？难度大不大？打算参加艺考的
学生咋准备？过来人和相关专业老师讲
述并传授备考经验。

11月30日、12月1日，洛阳7139名考
生在河科大附中、洛四高、洛六高、洛九高、
洛十一高、洛十三高、洛十四高、市职业高中
8个考点，参加美术与设计、音乐、书法、表
（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笔试。

与2024年艺考相比，我市参加2025年
上述科目艺考的学生减少了1609人。市教
育考试中心二级主任科员高冰南分析，这与
我市高考生总人数减少有关，也与艺考改革
后考生更理性有关。

洛教融媒“满分姐姐”团队在直播、采访
中了解到，美术与设计类，考生普通反映“考
试难度大”，甚至有老师看到题目后表示，这
是“史上最难的一次”。

这次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难在哪儿？
“考试包括素描、色彩、速写（综合能力）3个
科目，最难的是色彩。”洛十一高美术教师魏
杰说，色彩考试这次让画台钳、电缆盘、扳
手、轴承等工具，往年从没考过，而且这些物
体形状较复杂，色彩也不太好表现。此外，
速写的难度也增加了：2024年艺考改革，速
写从30分钟变为两个小时，难度加大；这次
在2024年的基础上，要求增多了。至于被
很多考生吐槽的素描“全侧脸、戴高帽子、闭
眼”等难点，魏杰认为，这只是在往年基础上
有了一些变化，并不算难点，也不算意外。

“总之，近几年美术与设计类省统考‘反
套路’的特点越来越明显，靠临时突击、考试
时套模板，很难取得好成绩。”魏杰说，这就
要求考生平时练好基本功，提高自己的应变
能力。

从现场采访情况看，其他类别的科目，
考生普遍反映不算难。

不要跟风 艺考不是升学捷径答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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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考生的小诀窍 能助你事半功倍分享

此次考试都考点啥，考生现场感觉如何？
若你也打算报考相关科目，不妨提前看看他们
的经验和老师的建议。

●美术与设计类

洛十一高学生张豫嘉：省统考总分300分，
素描、速写（综合能力）、色彩各100分。

素描考题是“正侧面、戴帽子、闭眼、手拿
装有液体的瓶子的女性”；速写（综合能力）考
题是创作一幅师生在祈年殿前练习舞蹈的画，
人物不少于4人，其中1人为教师展示舞蹈的
背影，其余为学员围绕老师模仿其动态；色彩
要求，画配电箱、安全帽等静物。

对于我来说，速写难度最大，因为我平时
练的多是站姿、蹲姿等静态动作，舞蹈类动态
动作练得少。学弟学妹们在备考时，一定要尽
可能多练几种姿势。

此外，我有几个考场小妙招：①考试时，
需要把答题卡粘在画板上。我会先把纸胶
带在衣服上粘几下以降低黏度，避免撕胶带
时破坏答题卡；②色彩考试要用水，我提前
准备了一瓶水（透明瓶子、撕掉外包装），避
免排队接水；③考色彩时要将试卷吹干，考
场提供的吹风机使用的人比较多，需要排
队，我准备了一个可以夹在画板上的专用小
吹风机，提前充好电，一整场考试都用它，非
常方便。

洛十一高美术教师高晓荷建议考生注意
以下两点：

①美术考生要带的器具比较多，为避免遗
漏，建议列个清单，考前一一核对。若一次拿
不完，可分批多次拿，最好别委托别人帮忙拿，
避免物品丢失。

②身份证、准考证，建议装在透明文具袋
里，注意将有信息的一面露出来，便于监考老
师核对，以免在考场临时翻找手忙脚乱。

●音乐类

洛十一高学生张淇然：
音乐类省统考分笔试、个体测试两部分，

12 月 1 日进行的是笔试。笔试仅一张试卷，
考乐理（满分 15）、听写（考的是听选，满分
3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这次考试内容、题
型、难度跟2024年艺考差不多，不算难。

省统考毕竟是高考的一部分，我在考试时
有点儿紧张，心都快跳出来了。后来，我赶紧
做了几次深呼吸，并在心里哼唱熟悉的歌曲，
才渐渐平静下来。建议大家平时除了提高技
能，一定要学一些平复心情的方法，以便应对
突如其来的紧张情绪。

洛十一高音乐教师王丽建议考生注意以
下两点：

①音乐类省统考笔试过后，接着就是个体
测试，建议考生在这段时间内，每天熟悉一下
所选的曲目并进行视唱练习，注意节奏、音准、
曲目的完整性等，并确保能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声乐考生需在6分钟内完成，器乐考
生需在8分钟内完成）

②在个体测试前，一定要保
证饮食安全，忌食辛辣、生冷食
物，保护好嗓子。

●书法类

伊川县滨河高级中学学生李美馨：
书法类省统考包括书法临摹、书法创作，

均要求用毛笔，每科满分150分，总分300分。
这次书法临摹考题是《韭花帖》（楷书）节选、

《曹全碑》（隶书）节选，这两个碑帖也是我平时
练习的重点；书法创作考的是王安石的《登飞
来峰》（楷书）、李商隐的《乐游原》（篆书）。

考试时间比较紧张，临摹要在90分钟内完
成60个字左右。建议大家平时掐表练习，把写
每个字的用时控制在1.5分钟以内。另外，考
试时可以把平时用顺手的毛笔都带上，根据考
题灵活选用。

澄翊书院书法工作室负责人刘仕鑫建议
考生注意以下两点：

①省统考要认真对待。很多基础好的学
生，目标是考组织校考的院校，对省统考的态
度不认真，只追求过线——这种做法风险很
大。把希望全寄托在校考上，一旦校考成绩不
理想，又没有比较好的省统考成绩，就会失去
上好大学的机会。

②别在试卷上留下多余墨点。考场提供的
是纯白纸张，多余墨点很显眼，可能被认定为在
试卷上做记号。如果卷子上不慎留下墨点，只
要时间允许，建议找老师要纸重新写。

●表（导）演类（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孟津一高学生刘子轩：
表（导）演类艺考分为戏剧影视导演、戏剧

影视表演、服装表演3个方向。我是戏剧影视
导演方向的考生，12 月 1 日考的是“叙事性作
品写作”，接下来还要考文学作品朗诵、命题即
兴表演。

“叙事性作品写作”的题目是“紧锁的眉
头，严峻的脸”，要求在150分钟内，写一个1200
字以上的故事，叙事散文、短故事、微小说、微
剧等都可以。这个题目不算难，我将平时练过
的故事进行改写，很顺利。省统考满分300分，

“叙事性作品写作”占了200分，非常重要。
考前，我有点儿紧张。等待进入考点时，

老师给了我一块巧克力饼干，吃完后我心情就
平静下来了。如果你考试也容易紧张，兜里不
妨备一些喜欢的小零食。

星橙青蓝艺考Jo老师提醒考生注意以下
方面：

这次是艺考改革后的第二次考试，我省
“叙事性作品写作”在命题上有变化。去年是
“限定主题写作”，今年则是“限定关键词写
作”。今年的题目指向明确，更容易写，但也可
能出现很多同质化的故事，想得高分不易。

提醒明年的考生，多地省统考已经考了
“限定关键词写作”，且限定条件更多，如“故事
要发生在快递站，快递站必须出现3次”等——
这或将成为命题趋势，在日常备考中要注意。

备考时，要注意三个细节：第一，字数要够，要
求“1200字以上”，一般建议写“1200字到1500
字”；第二，注意练字，“叙事性作品写作”考试是网
上阅卷，字迹潦草阅卷老师看不清，可能影响分
数；第三，正能量社会新闻、自己身边的事儿，都是
很好的故事素材，平时要多观察和积累。

对关注度高的问题，高冰南和上述受访老师
进行了解答。

●省统考个体测试是如何安排的？

答：我省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分为笔试、个体
测试。笔试结束后，考生的个体测试拉开帷幕，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舞蹈：在11月23日18时之前约考成功的学生，
可今日起根据自己的预约时间，在河南省教育招生
考试发展中心考点（登封市崇高路8号）分批考试。

音乐：12月12日开始分批考试（视唱、声乐、
器乐），12月1日8时至12月3日18时可约考，我
市考点设在市职业高中。

播音与主持：12月12日开始分批考试，12月
1日8时至12月3日18时可约考。我市考点设在
市职业高中。

表（导）演：分三个方向测试，其中戏剧影视导
演方向的“文学作品朗诵、命题即兴表演”考试12
月17日起分批进行，考点设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132号）；戏剧影视表演
方向12月19日开始，分批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考
试；服装表演方向12月19日开始，分批在河南省教
育招生考试发展中心考点考试。以上三个方向的
考生均于12月1日8时至12月3日18时约考。

专升本、对口类考生个体测试安排：音乐专业
12月12日开始分批考试，12月1日8时至12月3
日18时约考，我市考点设在市职业高中；舞蹈专业
专升本考生12月14日开始、对口类考生12月15
日开始分批考试，12月1日8时至12月3日18时
可约考，考点设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预约具体方式：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haeea.cn），通过“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艺
术类专业省统考网上预约考试入口”，根据提示
操作。要在上述规定时间内预约，约考时间一经
确认，无法修改。

●省统考成绩啥时候出来？

答：美术与设计、书法省统考的成绩、合格线

2025年1月5日公布，其他专业省统考成绩，按考
试和评分时间安排，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成绩可
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河南招生
考试信息网（www.heao.com.cn）查询。

●孩子热爱艺术，大学期间想学相关专业，
必须参加艺考吗？

答：这其实是个误区。艺术类专业分两类：
一类不组织专业考试，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
成绩择优录取，包括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等专业；一类需要组织
专业考试（省统考或省际联考、校考），根据考生
高考成绩和专业考试成绩录取，涵盖我省艺考的
七大类专业，报考此类专业须参加艺考。

●孩子想走艺考之路，该如何规划？

答：对美术感兴趣、有毅力的学生，可考虑美术
与设计类艺考。这类考生通常要接受3个月以上集
训，其间每天画画在10个小时以上。若定力不强，
很难坚持。经济因素也要考虑，正规机构半年集训
费用两三万元。若有意走这条路，建议让孩子从初
中开始进行艺考专业学习，最晚也要从高二开始。

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可考虑音乐类艺考。
音乐大致分为器乐、声乐，器乐需要童子功，最晚
要从初中开始学，不建议临时突击；声乐相对好
学，若学生嗓音好、乐感好，高二开始也来得及。

相比绘画，书法更讲究童子功。从小练习毛
笔字的学生，走书法艺考之路有一定优势，建议
最晚从高二暑假着手备考；没有毛笔书法基础的
学生，最晚要从初三暑假开始学。需要提醒的
是，性格较为急躁、易怒的学生慎选书法艺考，因
为书法学习大部分时间是在一遍遍临摹名家字
帖，需要静心、耐心。

热爱文学、有阅读习惯、爱看影视剧、有表达
欲的孩子，可考虑学表（导）演类的戏剧影视导
演。在该专业省统考中，叙事性作品写作占2/3
分值，想考出好成绩，需要多看小说、电影、电视

剧等，从高一开始准备，时间会较充裕。
此外，表（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

演和播音与主持，对考生的身高、形象等有一定
要求，有意者应尽早考虑，最晚也要在高二暑假
开始准备。此外，舞蹈类、戏曲类需要童子功，最
好能从小开始学。

●听说艺考是“低分上好大学”的捷径，
真的吗？

答：艺考“重艺术轻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
不建议为了升学盲目选择。

2024年艺考改革，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文
化课成绩要求提高”。根据要求，使用省统考成绩
作为专业考试成绩录取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
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在我省2024年艺术本
科批录取中，投档成绩计算有5种模式，文化课成
绩的比例分别为50%、60%、70%、80%、100%。
对于艺术类本科专业文化课录取控制线，教育部
也提出要求，原则上不低于本科线的75%。此外，
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要求考生文化课成
绩达到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线。以
2024年为例，在38所组织校考的高校中，个别高
校要求考生文化课成绩高于一本线。

就业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在艺考七
大类专业中，美术、音乐考生人数较多。根据麦
可思研究院今年发布的《中国2018-2022届大学
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近5年红牌专业中绘
画上榜5次，音乐表演上榜4次，工作岗位相对饱
和。通过艺考被录取到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上大
学后转专业也有限制，不能转入不使用专业考试
成绩招生的专业。

20多年前，艺考刚起步时，全国艺考生仅3.2
万，占总考生人数的0.6%；到了近几年，艺考人数
已达117万，占总考生人数的10.92%，即每10个
高考生里就有1个艺考生。艺考改革，也是为了
逐步挤干艺考“水分”，让更多真正热爱艺术、有
艺术潜力的人才脱颖而出。因此，家长们为孩子
规划时，应理性思考，慎重选择。

市职业高中考点：考生走出考场

洛十三高考点：美术考生带着画具等入场

洛十三高考点：看考场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