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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9汇文 体

    学琴 3年多的昊昊，第一次钢琴考级就赶上

了线上考级，妈妈特地给他换上了小西装，尽管
是在家里录制视频，仪式感可一点儿不能少。今

年的音乐考级由于受疫情影响往后推迟了，上海
音乐家协会推出的线上音乐考级 APP，让考生和

家长吃了颗定心丸。
昨天，本年度的线上考级评审全部结束，最

后一批考生将于近期收到考试结果，总计有 4?

多考生居家顺利完成各门类乐器考级。从曾经邮
件发送视频的传统形式到如今完全互联网化的

线上考试，协会原本针对疫情推出的这一招，反
而解决了不少陈年积弊。

居家更便捷
“我们提前一周开始模拟，总共录了两遍，第

一遍很顺利，第二遍反而出了几个小错，所以还

是选择了上传第一段。”一位古筝考生的家长告
诉记者，她的孩子平时有些害羞，这次不用面对

陌生的考官，心情比线下考试轻松不少。

上海音乐家协会秘书长乔嘉介绍，像这样
的孩子不在少数，线下转线上后，今年的整体考

生素质比往年提高了不少。以往，很多艺术培
训机构利用线下考试的漏洞———考官往往不会

听完整首曲目，便只教授半首曲目，或第一页的
乐章，功利地帮助考生速成考级。现在考生必

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演奏完整首曲目，学得更

扎实了。
相比以往有些家长带子女先要订酒店、再赶

赴考点，现在家长只要在家架好三脚架，操作手

机软件就可以完成考试，这显然更便捷。当然，家
长们丝毫没有怠慢，有些采购了专业补光灯，有

些为了把孩子收进官方推荐的取景框里，一脚踩
在琴凳上，一脚踩在墙角的桌子上……

申诉有依据
乐理考试一考就是一个小时，会不会后台无

法负载？乔嘉提到，线上考级采用最新的互联网

云技术，将考生整个考试过程录制并存储在云
端，考生自己随时可以通过 APP查看考试视频。

考官在后台评分时，系统随机分配考生给考官，
考官只能查看到报名的基本信息，不能查看考生

个人详细信息。

此外，线上考级的标准化运作，还优化和解
决了传统考级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例

如，评分后台默认显示未评分的数据，可以提醒
考官尽快完成评分工作。考生的考试视频数据、

考官的评分记录都可以追溯，增加了考级工作的
透明度。以往现场考试，会出现考生投诉考官评

分偏差问题，现在视频全部留底，既可以督促考
官对评分更加负责，也方便上音协接到考生申诉

后重新邀请专家点评答复。
据悉，待疫情平稳后，上海音乐考级将采用

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考生可以自主选择。
未来上音协还考虑把乐理考试做成类似考驾照

科目一，有基础教材和题库，答题形式为客观题。
上海占全国考级市场的比例较高，今年的疫情加

速推进了线上考级的进程，从试点到推广，考级
上线或许可以对产业进行一次有力的推进。

本报记者 赵玥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当参加艺

考的学生在校外种种培训班里“拼
命”，有没有可能改变这样的应试方

式？艺术管理是不是要管理艺术？长三
角经济繁荣，艺术活跃，如何培养出优

秀的艺术管理者，提升当地的文化软
实力？昨天，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报告厅举办的

“长三角艺术管理教育联盟”成立大会
上，来自长三角地区 27个城市的相关

院校、公立和民营艺术机构，艺术园
区、文化艺术小镇，文化产业和金融投

资领域等，相关机构和个人搭建的这
个长三角地区艺术管理、美术教育领

域人才、信息、资源的共享平台，给出
了“艺术教育+”的不同概念。

早在 2018年 11月第十三届全国
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年会———国际高峰

论坛上，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
育学院便提出“艺术管理共同体宣

言”，“长三角艺术管理教育联盟”正是
以此为基础，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

理与教育学院、艺术管理研究中心倡
导成立。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协
主席高世名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今

天谈艺术管理，是因为艺术家的实践

在过去 100年里，已经跟博物馆、画
廊、双年展所构成的艺术系统分不开

了。甚至，最注重个体性、独立性的艺

术家，也只是这个艺术生产系统中的
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艺术管理就是

要处理这个系统里的一系列非常复杂
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长

三角一体化”是国家战略，“长三角”本
身文物丰美、人才荟萃，经济和教育都

很发达，又有着优质的生态资源，有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是全世界范围内
发展资源最为优厚的区域。联盟要把

长三角最重要的高校、博物馆、美术
馆、公共文化机构和公共文化媒体联

合起来，形成艺术管理人才培养和社
会美育的大平台、大系统，助力艺术教

育和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

学院副院长单增教授作为项目发起
人强调，联盟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突破

地缘、文化、城乡和行业藩篱，把“艺
术链条”真正“管理”起来，从考学、创

作、教育，到收藏、市场的层层关节打
通。艺术不仅仅在于象牙塔里的学术

高端，还要体现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淘宝小店都能感

受到中国文化艺术的魅力，一个乡村
艺术馆能被北上广的大型美术馆项

目带动，义乌的小商品铺也会给人以
美的感受。这些理想，都可以融合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沟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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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 朱光

    国家早已明文规定艺术院校不能设立

“考前班”，既杜绝“产业链”也屏蔽“感情
分”。 但是，市场上就涌现出一批针对艺考

而设立的集训班， 有些地方的艺考集训班
“水准”堪比毛坦厂中学之于高考的“战绩”。

这引发了昨天在长三角艺术管理教育联盟

成立大会上的一番关注———对美的追求，归

根结底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考试模

式。为考而考，追求的其实依然是分数，而不
是对美的感受力。

因而，通过艺考集训而侥幸进入艺术类
高校的学生，终究会败在对美缺乏足够的感

受力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成为重复劳动的工
匠，但是绝不会成为独立创新的大家。 这一

道理，同样适用于忙于音乐考级的孩子。 好

在，艺术考级与考试加分早已脱钩，更多在
业余时间学琴的孩子及其家长，并不以考音

乐学院为唯一目标， 更多的是感受艺术熏
陶、提升对美的敏感。因而，如果考级受疫情

影响不能正常开展， 确实会引发众人期待。

一定程度上，不时弹琴，也成为了上海琴童

的生活方式。 网上考级，也是一种科技加持

后的正确引领———依然在安全模式下，知道
自己追求美的进度到了哪一个刻度。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质上就是对体现
美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这种向往，也是建立在

对美的正确认识之上———那就是不带任何功
利色彩地去感受天地自然、生活流转。

美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是一种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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