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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劲松老师在讲课过程中，对洛
阳市各个画室的特点进行了简单的介
绍。当家长问及是否有必要到外地如
北京等地的画室进行集训时，李劲松
表示：“在备考初期，考生可以选择在
洛阳本地的画室学习，练好基本功，在
参加校考前的半年，如果想进一步提
高，可以选择到北京等地的画室进行
提升培训。”

李劲松说，虽然外地的培训费用
较高，但对于那些想报考顶级艺术类

学府的考生来说，到外地的知名画室
进行集训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有
这方面的需求，家长应提前准备好，因
为有的画室在学生达到一定数量时就
不再接收学员了。

李劲松认为，艺考虽然对文化课
的要求较低，但并不能算是一条捷径，
考生和家长也需要付出努力。虽然他
重点了解的是美术类考生在校考时应
该注意的事项，但其他艺术类考生也
可以参考。

主讲人档案

之第九十七讲

艺术生想在高招时增大录取概率，在校考阶段不仅要从
实际出发，而且要掌握择校技巧——

根据特长择校 也可使点“小心机”
□记者 杨寒冰 文/图

李劲松 在辅导女儿李萧
禾艺考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
实战经验。李萧禾在2010年
同时拿到了清华大学、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
院校的美术校考合格证，最后
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

在省统考之后，艺术类考生就
开始陆续参加各高校的招生考试，
即校考。李劲松说：“校考时，选择
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机会的增多，反
而可能因为盲目选择学校，错失良
机。”他建议考生和家长首先要避免
陷入择校的误区。

▲扎堆儿凑热闹型：同学去考
我也去考

李劲松表示，这种情况在校考
初期最容易出现，校考刚开始时，一
些考生就耐不住性子，看到别人报
考，也心痒难耐想去练手。

建议：最初的学校往往不是一
流的学校，而且报考人数较多，普通
考生从中胜出的可能性不大。如果
最先开始校考的学校不是你喜欢的
学校，最好不要去凑热闹。

▲漫无目的型：见哪个学校有
考试就去参加

在校考最频繁的时候，一天之

内就有好几所高校的考试同时进
行。不少考生往往见到哪个学校设
有考场，就进去碰运气。

建议：每个院校对艺术类考生
的培养方向是不同的，考试内容也
各有侧重。在校考阶段，建议考生
和家长把想报考学校的考试时间列
出来，有针对性地选择，免得走进考
场才发现自己对考试内容并不熟
悉，浪费了报考费用和时间。

▲认死理儿型：非一流学校不上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

都是艺术类考生梦寐以求的院校，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跻身这类
院校。李劲松说：“有的人考中央美
术学院考了10年也没成功，就是因
为英语成绩没有达到学校的分数线。”

建议：如果单纯从增大录取概
率来说，建议考生从自身专业课、文
化课成绩出发，报考自己有把握的
院校。

我们知道了择校的误区后，那
么，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李劲
松当年是如何给女儿选择学校的呢？

李劲松介绍，其实当年他也走
过弯路。2009年，女儿前后一共参
加了19个学校的校考，只拿到了5
张合格证，其中并没有心仪的学
校，无奈选择复读。

在2010年，他精心为女儿挑
选了8所院校的校考，结果全部拿
到了合格证。李劲松介绍，他挑选
学校的标准就是孩子自身成绩与
学校要求的匹配度，匹配度较高的
学校才能进入他的选择范围。

对艺术类考生水平的判定，不
仅要参考文化课程度还要参考专
业课程度。文化课程度可以选高
二期末考试成绩为参考，根据往年
情况，判断孩子的分数是否达到艺
术类院校的一本线、二本线。此

外，某些院校还对语文、数学、英语
等科目的单科成绩有要求。

文化课成绩，我们可以通过具
体的分数来判定，但是专业课的水
平怎么衡量呢？考生对不同专业
课的掌握程度不同，学校对专业的
要求不同，老师的评分标准也不
同，这就需要家长下功夫了。

就美术类考生而言，每个大
学、每个专业对专业课的要求不
同，但是每个画室的老师能把握他
自己熟悉的大学和专业对考生绘
画程度的具体要求。家长可以带
着孩子近期的大量习作，包括素
描、色彩、速写、创作、设计等，诚恳
地拜访所能联系到的专业课老师，
让他们来判定孩子与相关学校要
求之间的差距。李劲松说，这个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家长付出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了解了孩子的水平后，还要对相
关学校进行详细了解。孩子学习紧
张，这就要求家长抽出大量时间阅读
各个院校的招生简章并细致选择。

李劲松说：“我经过自己摸索，慢
慢地看懂了招生简章，而且知道该看
些什么。”他说，对于2015年的美术考
生来说，如果招生简章还没有出来，可
以先参考上一年的，以此为孩子列一
个初步的校考计划。等当年的全部招
生简章都发布后，再稍作调整。

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有招生范围
和条件，每个大学和专业往年的文化

课录取分数线，每个大学和专业的单
考科目，专业考试的具体内容是否为
孩子的强项，考试的具体要求和细节
等。如果考生的速写较好，家长应该
把眼光放在单考科目有速写的专业
上；如果速写不好，就选择单考科目中
没有速写的专业。同样是静物色彩，
如果考生适合写生，就报广州美术学
院，如果适合默写，就报中央美术学院。

李劲松强调，选择学校应建立在
对孩子和学校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家
长要多和文化课老师及专业课老师
沟通。

择校误区面面观

从文化课与专业课两方面判定考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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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要学会看招生简章33

巧用时间差 使点“小心机”

在选择学校的过程中，有没有捷
径可走呢？李劲松介绍了以下方法。

▲巧用时间差：在校考时，经常出
现几所学校考试时间在同一天或者相
邻两天的情况。如果说，一所一流的
院校和一所中等的院校的考试时间是
相邻的两天，那么一些优秀的考生在
选择一流院校后往往会放弃中等院校
的考试，这时候有心的家长就可以选
择乘飞机在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参加另
一所院校的考试，避开那些精英型的
考生，增大孩子的录取概率。

▲利用地理区位特点：对大多数

考生而言，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往往不
受欢迎。如果，家长和孩子觉得那里
的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可以接受，想有
个保底的学校，就可以报考。

▲报考只招一个人的专业：对于
只招一个人的专业，多数人都会望而
生畏，觉得录取的概率实在是太小
了。李劲松说，在艺考中只招一个人
的专业通常不会是顶尖的专业，特别
优秀的学生不屑于报考，水平较差的
学生不敢报考，这时候那些成绩中等
的考生就有可能捡漏。但是，他提醒，
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家长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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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有必要到外地参加集训吗55

市教育局副局长韩经权认为，
一练是把尺，也是一个“参数”，师生
要根据这个数据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各个学校要针对自己的具体情
况，调整下步复习计划。

“‘一练’过后，一些成绩不理
想的学生出现了气馁和畏难情
绪。”洛阳馨泉心理咨询中心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沈会芝说，最近几
天，她收到了很多高三学生的求助
信息，尤其是那些“一练”成绩不到
400分的同学，他们面临着巨大的
心理压力。

除了让这些学生学会接纳自
己，沈老师这几天说得最多的就是：

“试着换个角度想问题，‘一练’成绩
很好，我们应该高兴，因为这是我们
努力的结果，成绩理想，说明学习的
方向和方法对了，下一步要继续努
力；如果成绩不理想，我们也要高
兴，因为当你做试卷分析的时候，你
会发现自己的短板和漏洞，也会找
到那些让你丢分的错误方法，它们
会警醒你，让你在下一步复习时学
会减少和控制这些失误，这样你离
成功就越来越近了。”

“一练”是把尺，要学会用它查漏补缺

（上接D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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