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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省统考”的确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四、对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方式的建议
应当说，高校的艺术专业招生考试的两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日前的招生环境下，在实施专业考试的
过程中，应注意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不同考试模式的优点，尽量减少其
负面影响。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在 31 所艺术院校实施自主招生试点。采用与现行的重点高
校自主招生相类似的方式，按一定比例招收部分确有特殊的艺术天赋,
具有艺术潜能和创造力的考生，以满足这些高校培养艺术创新高端人
才的需要。

2、建议各本科高校在“省统考”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加试，但应避免
与省统考重复的内容。加试内容应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而定，主要考查考
生的艺术个性和创新精神。建议的考试科目包括：艺术设计基础、设计
创意、命题创作等。录取时可综合考虑“省统考”和“校考”的专业成绩。

3、建议高职院校可根据本校艺术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确定是否直

接采用“省统考”的成绩。如果培养的是具体操作人员，如动漫画的制作
人员等，则可采用“省统考”成绩录取。

4、建议招生主管部门逐步适当提高艺术类专业的文化成绩要求，
对专业成绩优秀的考生恢复优惠政策，以利于艺术考生文化素质的提
高和优秀人才的录取，同时减少对中学艺术素质教育的冲击。

5、建议各高校在录取时综合考虑考生的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因为
文化素质过低会直接影响艺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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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
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

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等

高校相继开设了中美经济学、法学培训班。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逐渐增多。从本世纪初尤其是入世以后，更多的
外国教育机构进驻中国教育市场，国家教育部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相关

的政策和条例，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更加的有序化和规范化。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管理制度建设、教师及学生管理和教学质量

监控等方面均有着与普通高等教育机构不同的特点，需要适应不同文

化背景的差异，慎重选择合作的专业以及聘任的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更

加强调服务和人性化。以上这些特点均导致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心理等
诸多方面相应地产生不同的特质。把握这些特质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特

质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相当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特点分析

1、学生自我意识强，但心理调适能力相对欠佳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家庭条件普遍较为优越且多为独生子

女，从小在父母及亲朋好友的呵护下长大，缺乏勤俭朴素和艰苦奋斗的

精神。很多学生缺乏集体观念，自我意识异常强烈，个性尖锐，为人处事
经常以自我为中心而较少顾及他人的感受，一切均以自己的情绪和感

受得到宣泄为出发点，无限度的随性而为。同时，心理承受能力较差，面

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应激事件不能够正确面对和处理，盲目快速归因并
且泛化、强化负面情绪，无法从中解脱出来，缺乏足够的心理调适能力，

往往对学习和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酿成惨剧。
2、部分学生存在极尊极卑心理

所谓极尊极卑心理，笔者认为是一种由强烈自尊甚至是自负与强
烈的自卑相结合而产生的复杂心理状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因与国外

高校合作，所以也受到其“宽进严出”特点的影响，目前的录取批次大都

在二本及以下，在综合性高校中属于较低的录取批次，学生的入学分数
往往较普通院系的学生稍低，这是促使学生产生“极卑”心理的重要原

因。另一个层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家庭条件较为优越，其吃、穿、用、行
等方面的档次相对较高，这成为学生产生“极尊”心理的原因。“极尊”与
“极卑”，看似矛盾，却在部分学生身上结合起来，为了掩盖“极卑”而在

潜意识当中刻意强调“极尊”，使部分学生产生自傲、狂躁、易冲动的情

绪特点。
3、课业繁重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
与普通院系的学生相比，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需要承受专业

学习和语言学习的双重压力，要接受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授课方式、
考核方法等带来的不适应，还要面临各种语言测试、申请签证等问题。

在专业学习上，全外文教材的使用和非母语的讲授均大大提高了专业

课程学习的难度；而在语言学习方面，学生需要通过雅思、托福等官方

语言测试，为顺利出国留学创造必要的条件。学习上较高的难度和身上
所背负的沉重的社会及家庭的期望容易使学生产生过重的心理负担，

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三、有的放矢，结合心理特点，正确引导学生

1、培养集体意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实例教学、开展历史教育、组织集体活动等多

种方式，增加学生们互相交流和沟通的机会，逐渐消除学生们的个人主

义倾向，使他们认识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美好和幸福；发挥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和爱国主义精神。开设心理健康

指导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培养正确的思维和行为方

式，学习科学管理情绪的方法，增强心理“抗击打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
2、加强自我认识，摆正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部分学生的极尊极卑心理，主要是由于对自己相对较低的入学分

数过度在意和关注，而又欲以物质上的丰富来掩盖自己所认为的“不

足”所造成的，归根到底，是因为这部分学生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不
能摆正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所造成的。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外合作办学

多遵循“宽进严出”的原则，录取分数虽相对较低，但是学习的难度较普

通院系大，内容也较为丰富，可以掌握到更多的技能，如外语的应用能
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等。同时要引导学生认识到物质虽然是生存的基

础，但绝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唯一目标，精神上的极大富足才是满足感

的真正来源。
3、抓住主要矛盾，鞭策与疏导相结合

在大学阶段，学习仍然是学生们的首要任务，学习更多的知识，不

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水平，可以说是大学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的学生们因为语言、教学模式、出国留学等多方面的原
因，在学习上承担着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和辅导员在进行专

业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关注学生的学

习成绩，认识到心理问题与学习成绩的关联性。要使学生认识到学习成
绩固然重要，但也并不是评价个体的唯一标准。对于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要针对不同的性格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性格较为开朗的学生要

以鞭策为主，而对于较为内向的学生则应以谨慎的疏导为主，防止其产
生过度焦虑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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