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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热点

千名美术生
挥笔绘未来

刚考完，家长、考生就打听文化辅导班
本报泰安 1月 18日讯(记者 侯艳艳

胡修文) 18 日，2011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
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举行，泰安市1434 名考生
参加本次考试。记者从泰安市 3 个考点了解
到，虽然专业考试还没有结束，但是考点外的
文化课辅导机构已经提前热起来，考生和家
长纷纷把目光投向文化课辅导机构。

18 日上午8 点，记者在泰安一中考点看
到，十几名艺考生文化课辅导班的工作人员
正给学生和家长发放宣传册。一文化课辅导
班的工作人员安平告诉记者，他们从17 日下
午就摆上桌子宣传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
午，在我们这登记咨询的考生有100 多个，至
少要占到这个考点考生的五分之一。”安平
说，不少考生参加完专业考试后就开始准备
文化课。在泰安二中考点，一家文化课辅导班
的工作人员介绍，17 日下午到18 日中午，共
有 210 名考生或考生家长登记咨询，占了考
点总人数的4 成。

考生李嘉超告诉记者，虽然专业基础不
错，但是他和不少同学都很担忧文化课考试。

“尤其是数学和英语，平常基础都很差，这几
个月又专心准备专业课，文化课都忘得差不
多了。”李嘉超坦言。“孩子这几个月专心准备
专业课，文化课如果不在假期里补补，恐怕不
好通过文化课考试。”市民刘先生说。

辅导班招生人员张欢告诉记者，在填
写调查表的时候，有不少考生都明确表示
比较担心文化课考试，准备参加辅导班。

“不少考生的文化课基础不太理想，只有
在高考之前的几个月参加辅导班进行恶
补了。”张欢说。

记者从3 个考点了解到，1434 名报名的
考生中，各考点弃考的考生很少。由于美术统
考的特殊性，各考场也没有出现作弊事件。

“整体感觉这次考试比较顺利，考点各项工作
都做得比较到位。”考试结束后，泰安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泰安 1 月 18 日讯(记者 胡修文
侯艳艳) 18 日，在泰安美术统考的各考

点，都有不少家长在门外等待。等考试结束
后，还有很多家长忙着帮孩子拿考试用品。
记者得知，许多都是全家出动来“赶考”。

专门从济南赶到泰安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她们一家人提前一天来到泰安安排住
宿。“虽然我们家已经搬到济南好几年了，
但孩子的户口目前还在泰安，只好陪孩子
回来考试。”刘女士说，为了陪孩子考试，她
和丈夫不得不把济南的生意停几天，来来
回回住宿费、车费也花了不少。“只要孩子
能考好，我们也不在乎这些了。”刘女士说。

与刘女士一家一样，从济南赶到泰安
陪孩子考试的石先生一家也是全家出动。
石先生介绍，他几年前到济南工作，孩子也
在济南读书。“可是，孩子的户口在泰安，没
法在济南参加统一考试。所以，我只好请假
回来陪孩子考试。”石先生说。

记者在泰安二中考点也遇到了从外地
赶回泰安参加考试的考生，一名姓周的考
生告诉记者，他有一些同学和他一样，都得
回老家考试。周某说：“我们班有 20 多名同
学，其中有三四个都是在济南读书而户口
在泰安。所以，我们几个和父母结伴回来参
加考试。”

据了解，之所以有这么多考生从外地
赶来考试，是根据山东省 2011 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规定，户籍和学
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
属同一市的可在户籍或学籍所在县(市、区)
报名，跨市的只能在户籍所在县(市、区)报
名。

本报泰安 1 月 18 日讯(记者 侯艳艳
胡修文) 18 日，记者从考点了解到，造

型基础(素描)考试结束后，不少考生称手
套、喷壶等实物比较难画，有的考生还称
猜题“跑偏”了。

“猜题‘跑偏’了，没想到这次考试这么
难！”18 日中午，在美术统考泰安二中考
点，首场造型基础(素描)考试结束后，宁阳
县某高中的一名考生刚走出考点，就和同
学讨论起来。考生闫某告诉记者，素描考试
要求学生画喷壶、米尺、薄手套、大剪刀及
毛巾等 8 种实物。“没想到一副小小的手套
竟然这么难画！”闫某说，他们考试前经常
练习画不常画的生活用品，如吹风机、台
灯、眼镜等。“因为这些东西考到的可能性

比较大，老师也把猜题的重点押到了这些
物件上，要求我们经常练习。”闫某的同学
小李说，“这次考到的实物中，约有一半从
来没画过，画起来自然感觉手生了。”

东平艺术中学的考生张某同样感觉
考试不算顺利。张某说，他学美术还不到
两年，基础一般，所以考前有重点地突破
很重要。“没想到考到的东西从来没有练
习过，所以这次一看考题就有点眼晕。”

泰安东奇画室的孙老师介绍，考生考
试不理想，与猜题准不准关系不大，主要
与考生的基本功是否扎实有关。“考生临
时抱佛脚，想靠猜题取胜的方式肯定不可
取，扎实的基本功才是取胜的根本。”孙老
师说。

猜题“跑偏”了

手套、喷壶难倒考生

家长、孩子举家“赶考”

不少家长还专门请了假
走出考场，考生们表情各

异，但都脚步匆匆，忙着迎接
下一轮“大考”。

本报记者 陈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