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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珍稀动物进校园科普活动
在綦江区九龙小学举行。本次活动
由綦江区科协、綦江区教委联合主
办、2021年重庆市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获奖单位重庆乐帆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九龙小学800余名师生
参加了该活动。

在承办单位负责人的带领下，七
彩文鸟、玄凤鹦鹉、黑尾土拨鼠、鬃狮
蜥、安格鲁貂、小香猪、豚鼠、豹纹守
宫、虎皮鹦鹉、安哥拉巨兔、布偶猫、
苏卡达陆龟等10多种珍稀动物走进
九龙小学。本次活动共设置了5个
动物观看展示台。在学校老师的组
织下，学生们分班分批次有序来到广
场观看。10名工作人员站在动物旁

向学生们一一介绍了它们的生长分
布地、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以及繁育
成长过程等知识。珍稀动物们让学
生们兴奋异常，流连忘返，特别是憨
憨的大个苏卡达陆龟在地上散步引
起学生们的强烈兴趣，学生们排成长
龙紧跟在大龟的后面，成为一道有趣
的风景。

此次动物展示活动给九龙小
学师生带去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科
学体验，送去了动物科普知识。通
过此次上门科普展示活动，既普及
了科学知识，又让学生们足不出户
接触到喜爱的动物，为培养他们从
小关爱动物、增强保护动物的意识
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艺考非“易考”

艺考新规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记者 胡浩 郑天虹 王莹

綦江举行珍稀动物进校园
科普展示体验活动

■ 熊亚中

提高文化课成绩：
扭转“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学习不好才去艺考”“三四百分
就能上一本”……长期以来，由于高
校对艺考生的文化成绩要求相对较
低，同时很多艺考生将大量精力投入
专业课而忽视文化课的学习，使得一
些人把艺考生和“易考生”等同起来，
甚至部分家长和考生以此作为“升学
捷径”，感觉学习成绩不行了才突击
学习并报考相关专业。

《意见》明确提出了提高文化成
绩要求。要求各省（区、市）在现有文
化课成绩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
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
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在分类考试分类录取中，也特别
强调了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如对
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等高校艺术
类专业，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
绩、参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
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
成绩的艺术类专业，在考生高考文化
课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均达到所在
省（区、市）艺术类专业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基础上，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
成绩和省级统考成绩按比例合成的
综合成绩进行平行志愿择优录取，其
中高考文化课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
不低于50%。

鲁晓波认为，“艺术，是与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并举的学科。任何一个
方面是短板，都会造成‘木桶效应’。”

分类考试：
省考全覆盖校考大“瘦身”

长期以来，艺考腐败案件时有
发生，其中校考环节不公开不透明、
教考不分离、招考权力过于集中等
屡受诟病。

《意见》提出，大力推进艺术专
业分类考试。积极扩大省级统考范
围，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
省级统考全覆盖。严格控制校考范
围和规模，建立健全校考高校和专
业准入退出机制，科学合理确定校
考形式，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
2024 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
点。健全完善考评人员遴选机制，
优化考评人员组成结构。加强考试
组织规范管理，严防考试舞弊。

不少艺术教育工作者认为，扩
大省考覆盖面，缩小校考范围，是规
范艺考，促进其公平性和科学性的
有力举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鲁晓波说，自2010年省级统考大规

模推行以来，统考在规范艺
考、形成判断、节约成本等

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对于一些高水平的专业艺术院
校，校考仍不可或缺。鲁晓波说，省
考与校考绝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
各有所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确保
了艺考在全国范围内的标准化，从
教育的角度平衡区域发展。后者则
保证了人才录取的多元化。

优化专业布局：
部分专业将停止招生

近年来，一些高校为追求多学
科发展，竞相开办学费标准相对较
高、办学门槛较低的艺术类专业，盲
目扩大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客观
上为学生报考增加了选择，但因办
学定位不准，招生规模及专业设置
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据了解，有的学校跟风开设艺
术类专业，但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专
业性和学术性达不到标准，学生就
业也较为困难。调研显示，2020年，
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人数在全国本
科招生总数中的占比仅次于工学和
管理学，位居第三。但从初次就业
情况看，其总体就业状况与其他专
业有明显差距。

对此，《意见》提出，推进高校艺
术专业特色发展，明晰人才选拔培
养定位，优化艺术学科专业布局，对
社会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
业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这要求高校一方面要突出办学特
色，构建与办学定位和特色相适应
的艺术人才选拔培养体系，着力选
拔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另一
方面要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综合考
虑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毕业生
就业状况等，优化艺术专业设置，合
理安排招生计划。

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提高
文化课成绩要求、推进分类考试
分类录取……教育部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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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意见》），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系列新规将给艺
考带来哪些变化？对家长和考生
们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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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人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实现这一核
心目标则在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形
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得到了深入开展，
为青少年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和大有可为的空间。

当前，我国青少年科学素质水平
与发达国家青少年相比还有一定的
差距，仍存在着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
低、科学精神及科学意识较缺乏等问
题。其根源在于科技教育工作者队
伍不完善。要使现代教育思想和新
课程理念在中小学得到全面有效落
实、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切实得到培

养、科学兴趣真正得到发展，就必然
要求大力加强对科技教师的培训。

针对培训的目标、内容和对象，
必须逐步改善过去小培训项目常采
取的单一讲授方式，进一步拓宽培训
思路、整合培训资源，将专题讲座、考
察实践、交流研讨有机结合，充分发
挥不同培训形式的协同效应，提高培
训实效性。通过聘请高校、科研机构
中从事科普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
学者、资深教师以互动、模拟训练等
形式进行深度交流;组织科技教师到
高校、科技馆、博物馆等地进行参观
学习，了解社会科技教育资源的现状
及运作模式，学会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

加大中小学科技教师培训
力促学生科学素养提升

■ 卢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