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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发布通知，宣布2022年开始不再进
行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引发考生和家
长高度关注。

多所高校提前停招

据了解，教育部对高校高水平艺
术团的定位是：立足推进高校美育工
作，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承担校园艺术
文化普及和对外交流演出任务等；主
要招收艺术团首席表演者或对幼功要
求高的相关专业项目的艺术团成员。

为确保招生公平，教育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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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
再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目前来看，
一些高校已经提前执行了。

2022年，经教育部批准可在全国
招收高水平艺术团的高校共有53所。
目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30多所高
校仍发布了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简章，
而中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从
2022年起暂停高水平艺术团招生，中
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等10多所高校于2021年甚至更早以前
就已停招。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熊丙
奇表示，教育部在2021年发布改革意
见，把时间节点定为2024年，符合重大
教育改革、教育政策调整遵循的“三年
早知道”基本原则，目的是给学校、学
生和家长一段时间的适应期、调整期。

“部分高校提前停招，可以理解为
高校的自主权。”熊丙奇说，那些把停招
学校作为目标学校的考生受影响最大。

2018年起，已开设有艺术类专业
的试点高校不再单独招收相应专业项
目的艺术特长生；美术、书法、播音主
持不宜纳入艺术团招生范围；大力加
强从普通在校生中选拔培养艺术团成
员，使其逐渐成为高校高水平艺术团
的主体……

酝酿多年确保招生公平

高水平艺术团招生政策为何引发
广泛关注？国家教育考试委员会专家
组成员陈志文表示，高水平艺术团的
政策调整，核心一直是确保公平。

高校对高水平艺术团合格考生的

录取优惠政策一般为该校在生源省份
本科一批次同科类最终模拟投档线下
20分以内；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优惠
分数视情况换算。

然而捷径不一定好走。个别靠这
个招生政策入学的学生，为了平衡艺
术特长训练与学业，搞得身心俱疲。

此外，前些年有些高校高水平艺
术团招生被曝光存在暗箱操作、徇私
舞弊行为，令这一政策饱受诟病。

“政策的改变不是为了挡住艺术
人才的进级之门，而是为了确保公平
公正，堵住风险之门。”陈志文认为，一
些高水平艺术团存在“滥竽充数”的风
险，艺术团是个集体项目，对个体的专
业水平往往依靠少数人的判断，其制
约机制一直是个难题。

“取消从招生环节选拔，而从在校
生中遴选培养，既拆除了这一名校‘跳
板’，也符合建设高水平艺术团的初
衷，有助于推进大学的艺术教育与高
素质人才培养。”熊丙奇说。

艺术特长并不白学

停招高水平艺术团对高中艺术特

长生有何影响？
多位高中艺术团的负责老师表

示，团里的高中生基本上是在中考时
通过特长类选拔的艺术特长生，他们
的升学途径主要为高水平艺术团和艺
考两种。

有着20多年艺考指导经验的南京
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教师陈志钢认
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有艺术
专长、大学准备读非艺术类专业而文
化课略微偏弱的考生。没了之前降分
或者加分的优惠政策，这部分学生进
入名校的难度增加了。

在强化美育教育的大背景下，大
中小学的美育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
艺术类课程越来越丰富全面，学生的
整体艺术素养不断提升。“也就是说，
孩子们现在都在多维度发展，高校高
水平艺术团完全可以从在校生中遴选
培养，没有必要再开辟一条特殊招生
通道。”陈志文说。

不少家长表示，取消高水平艺术团
招生之后，会相应调整孩子的学习规划，
但并不意味着孩子白学了。“艺术的熏陶
对于孩子的综合素养提升是改变不了
的，会让孩子受用一生。”一位家长说。

本报讯（通讯员 梁美容）为树
立学生爱眼、护眼意识，普及科学用眼
知识，达到防控近视的目的，日前，奉
节县爱尔眼科医院到奉节中学开展

“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校园巡讲暨
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科普活动。

活动现场，奉节县爱尔眼科医院
院长、奉节中学97级学生谭从凯为学
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的励志人生；重
庆爱尔眼科医院（总院）院长陈茂盛从
近视的成因、近视的危害、怎么科学防
控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发展、如何科学

有效地矫正近视、有效控制近视度数
的方法等方面进行科普讲解，并通过
提问互动的方式，让孩子们更深刻地
理解和掌握科学的护眼方法。

除此之外，奉节县爱尔眼科医院
向贫困生及品学兼优学生捐赠了60
副框架眼镜，向奉节中学教职工捐赠
了品牌太阳镜等。

本次活动科学地宣传了青少年视
力健康的重要性及近视防控知识，引
导青少年爱眼护眼，做好科学预防，为
青少年儿童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近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迎来
新学期。

近年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从
视障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出发，
以全面发展、尊重个性、克服困难、适

应生活等为培养目标，通过丰富的课
程体系，挖掘特长，发展个性，塑造学
生健康心态，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职
业观，支持学生融入社会。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本报讯（记者 沈静 通讯员 刘
霞）近日，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旭学校
与方略教育“5G+数字教育”合作项目
启动，这标志着又一个“5G+智慧教
育”应用项目在两江新区落地。

根据合作内容，华东师范大学附
属中旭学校与方略教育将围绕“5G+数
字空间”“5G+数字孪生教师”“5G+精准
研训”等方面，着力解决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问题、教师增质减负问题和教师
专业发展问题，进一步加快“5G+数字
教育”应用服务赋能学校课堂教学。

记者在演示现场看到，通过方略
教育教学机即方略盒子，国内外教师
通过全息投影，可与华东师范大学附
属中旭学校的教师实现跨时空同堂执
教，时空界限进一步被打破。

不仅如此，教师也可衍生出孪生
数字形象，辅助课堂教学。同时还可
通过构建“虚拟实验室”进行3D实验
演示，把物理、化学、生物等很多不便
在教室开展的实验3D还原，让课堂教
学更加真实有效。

根据合作协议，方略盒子将在该
校多学科课程中进行广泛运用，让全
国的名师“走到”师生身边授课，也让
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周边其他
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旭学校校长
陈珍国说，学校通过人机协同优化教
学过程、打造智慧课堂，变革课堂教学
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促进信息技术
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

当前，两江新区正全力打造智慧
教育示范区，在全市率先创建国家智
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并率先入选全
国“5G+智慧教育”应用试点。

今年，两江新区还将实施5个智
慧教育先行项目，实施“领航教师”计
划，再打造一批智慧教育教学示范标
杆学校，全面开展智慧教育的主题教
研、专题培训、网络研修、课题研究、公
开课、展示课、赛课等活动，重点建立
以教师学生智慧化为核心、教育教学
全过程智慧化为手段、校园治理智慧
化为环境的两江智慧教育体系。

多所高校提前停招高水平艺术团

降分考名校的捷径收窄
新华社记者 宋佳 谢樱 陈席元

奉节中学开展近视防控科普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旭学校引进“5G+数字教育”

两江新区实施智慧教育先行

本报讯（通讯员 冯颖）日前，全国
高校首家人权学院在西南政法大学揭牌。

近年来，重庆市在发展高等教育
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高等教育整体
实力进一步提升。一项项改革措施让
重庆市高等教育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
的成就。

作为全国首批承担服务中国人权
事业发展智库任务的高校之一，西南
政法大学积极服务国家人权战略，于
2011年成立了“人权研究院”。该研究
院承担人权咨政、人权理论研究、人权
实践调研、人权教育培训、人权舆论引
导等工作，以公共政策和战略研究咨
询为主攻方向，努力建设国家高端人

权智库。先后入选国务院新闻办、教
育部“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国
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和教育部
高校高端智库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为了加快推动人权学科发展，培
养国家人权事业发展亟需的专门人
才，学校以人权研究院为根本依托，组
建了人权学院。

“未来，学校计划招收双学位本科
生，致力培养可以进入联合国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从事人权和法学相关事
务工作的各类人才，并探索设立人权学
一级学科，积极服务国家人权战略，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西南政法大学
校长、人权研究院院长付子堂说。

全国高校首家人权学院
在西南政法大学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