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除艺术类统考和戏曲类省际联考外，考生报考艺术类

招生高校的校考应注意什么？

答：考生如需报考具有艺术类专业校考资格的招生高

校，需在相应艺术类统考科类合格的基础上按照高校要求报

名参加校考。校考报名一般从2024年1月初开始，考生需密

切关注招生高校相关信息。

7.艺术类专业统考各科类考试安排是什么？

答：我市艺术类专业统考从 2023年 12月 2日开始，各科

类考试时间将根据报考人数等实际情况确定。

美术与设计类统考在考生报名所在区进行，书法类统考

在首都师范大学进行，音乐类统考在中央民族大学进行，播

音与主持类统考在中国传媒大学进行，舞蹈类统考在北京舞

蹈学院进行，表（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统

考在北京电影学院进行，表（导）演类（服装表演）统考在北京

服装学院进行。

考生应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www.bjeea.cn）自行打印准考证，具体考试时间及安排以

准考证为准。

答：健美操等体育类项目纳入体育类专业考试招生，

2024年起，招生高校将不得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方式（如舞

蹈类等）进行招生。

10.健美操等体育类项目是否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进行招生？

答：报考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专科高校艺术类专业的考

生，须参加我市艺术类统考或戏曲类省际联考。相关招生高

校不再组织专业考试。

9.报考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专科高校艺术类专业的考

生是否需要参加我市艺术类统考或戏曲类省际联考？

答：2024年1月8日开始，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

站（www.bjeea.cn）查询本人的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我市艺

术类专业统考本专科合格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也将

适时公布。戏曲类成绩发布办法另行通知。

8.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什么时间发布？

12. 2024年是否还有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

答：根据教育部要求，从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

再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由相关高校从在校生中遴选培养。

答：参加戏曲类省际联考的考生须在高考报名时进行选报，不需

缴纳报名考试费。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科目报名、缴费、考试等事项

按照组考校有关通知进行。戏曲类专业实行省际联考后，招生高校

不再组织其他考试。

5.戏曲类省际联考如何报考？

答：表（导）演类包括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

3 个专业方向，可以兼报。

4.考生选报表（导）演类统考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舞蹈类考生只能在中国舞、芭蕾舞、国际标准舞、现代舞、流

行舞5个舞种中选择其一，舞种之间不兼报兼考。

3.考生选报舞蹈类统考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音乐类中乐器的器种范围主要包括：管弦乐器、钢琴、打击

乐、现代乐器、中国乐器等（详见考试说明）。其中的打击乐分西洋打

击乐、中国打击乐、流行打击乐，共 8种打击乐器，具体包括定音鼓、

马林巴、木琴、排鼓、小军鼓、大堂鼓、板鼓、架子鼓（含爵士鼓）。其中

定音鼓、马林巴、木琴、排鼓为音高类乐器。要求考生必选两种不同

打击乐器演奏各一首，其中音高类乐器必选一种或两种。

考生选报的乐器不在考试说明列出范围的，可在高考报名时选

择“其他乐器”选项，并填写规范完整的乐器名称。

2.音乐类器种范围和乐器种类有哪些？

答：音乐类专业统考分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两类，考生可兼报。

音乐表演专业考试包括乐理、听写、视唱、器乐或声乐。器乐、声

乐两个方向不能兼报。选择器乐方向的考生只能选择一种乐器，选

择声乐方向的考生只能选择一种唱法。

音乐教育专业考试包括乐理、听写、视唱、主项（声乐、器乐各选

其一）和副项（声乐、器乐各选其一）。主项选择声乐的考生，副项须

选择器乐；主项选择器乐的考生，副项须选择声乐。

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兼报时，音乐教育的主项类型可以和音乐

表演选报方向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1.考生选报音乐类统考应注意哪些问题？

6.考生如何慎重选报艺术类专业考试科类？

答：考生应根据自身兴趣爱好以及艺术专业特长和潜力，认真查

阅或咨询招生高校艺术类专业与我市艺术类专业统考科类的对应关

系。同时依据普通高校艺术类考试招生本科专业目录、北京市高等

职业教育艺术类考试招生本专科专业目录进行填报，以免报错考错。

具体详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考试招生本科专业目录》和《北

京市高等职业教育艺术类考试招生本科和专科专业目录》。

（（本报记者 岳本报记者 岳 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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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艺术类专业需注意哪些问题？
2024年，高校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等6个艺术类专业招生将进行全市统

考。目前，艺术类统考报名正在进行中。考生在报考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各科类考试如何安排？考试成绩何时公布？本报

记者筛选出考生关心的12个问题，采访了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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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起，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工作均在学

校所在地组织，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京外高校

不得在京组织校考。

少数专业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的艺

术院校,对考生艺术天赋、专业技能或基本功有较

高要求的高水平艺术类专业，经批准可在省级统

考基础上组织校考。

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了北京地区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类专业校考资格名单，包含清华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印刷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

和中央民族大学等 11 所高校。招生专业包含

绘画、雕塑、摄影、动画、表演、建筑学、音乐表

演等。

组织校考的在京高校应积极采取线上考试

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

现场校考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招生计划

的 6 至 8 倍。严格控制校考合格证发放数量，原

则上不得超过校考专业招生计划数的4倍。

考生要按照相关高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参

加高校校考报名、考试等。

科类

音乐类

舞蹈类

表（导）演类

播音与主持类

美术与设计类

书法类

类别（方向）

音乐表演类器乐方向

音乐表演类声乐方向

音乐教育类

戏剧影视表演方向

服装表演方向

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考试内容

乐理、听写、视唱、器乐四个科目

乐理、听写、视唱、声乐四个科目

乐理、听写、视唱、主项（声乐、器乐各选其一）、
副项（声乐、器乐各选其一）五个科目
注：主项选择声乐的考生，副项须选择器乐；主
项选择器乐的考生，副项须选择声乐

舞蹈基本功、舞蹈表演、舞蹈即兴三个科目

文学作品朗诵、自选曲目演唱、形体技能展现、命
题即兴表演四个科目

形体形象观测、台步展示、才艺展示三个科目

文学作品朗诵、命题即兴表演、叙事性作品写作三

个科目

作品朗读、新闻播报、话题评述三个科目

素描、色彩、速写（综合能力）三个科目

书法临摹、书法创作两个科目

总分

300 分

300 分

300 分

300分

300分

300分

300分

300分

300分

300分

分值

乐理 15 分、听写 30 分、视唱 15 分、器乐 240 分

乐理 15 分、听写 30 分、视唱 15 分、声乐 240 分

乐理15分、听写30分、视唱15分、主项165分、副项75分

舞蹈基本功120分、舞蹈表演150分、舞蹈即兴30分

文学作品朗诵100分、自选曲目演唱50分、形体技能展现50
分、命题即兴表演100分

形体形象观测150分、台步展示120分、才艺展示30分

文学作品朗诵50分、命题即兴表演50分、叙事性作品写作200分

三科目各占100分

三科目各占100分

两科目各占 150分

▶ 艺术类统考科目及分值 ◀

（（本报记者 许本报记者 许 卉 邓卉 邓 菡 岳菡 岳 阳 胡梦蝶阳 胡梦蝶））

艺术类专业考试将有这些新变化
日前，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关于做好北京市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报名考试的通知》，对报名条件、考试方

式、招生录取等有关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与2023年相比，2024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在统考、校考、录取等方面均有新变化。

除了规范考试环节，分类录取是此次艺术类专

业考试的一大亮点。

2024年起，艺术类专业将分以下两类进行录取：

第一类是不需要参加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

教育部《普通高校艺术类考试招生本科专业目录》

中艺术史论、艺术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戏剧

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

术8个专业和《北京市高等职业教育艺术类考试招

生本科和专科专业目录》中数字广播电视技术、影

视编导等16个专业，从2024年起，不再进行艺术类

专业能力考试，直接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参

考考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考生。

第二类是使用专业能力考试成绩的艺术类专业。

7 个艺术类考试科类下设的艺术类专业招生实行

“文化素质+专业能力”的考试评价方式。招生高校

可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实际，对考生专业

能力提出艺术科类相对应的专业要求，并使用北京

市统考成绩、省际联考成绩或高校校考成绩作为专

业成绩进行录取。专业目录中标记“★”的科类为

戏曲类，可通过省际联考方式实施；标记“△”的艺

术类专业，相关招生高校可对应该专业所在的本市

统考科类，也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跨科类科学确

定该专业与本市统考科类的对应关系。

对于专业目录中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的艺术类

专业，相关普通本科招生高校可根据实际需要，不

组织专业能力考试，直接按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

录取。

相关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专科艺术类专业招

生高校，不再组织艺术类专业能力考试，须使用北

京市艺术类统考或戏曲类省际联考成绩录取。

2024年，艺术类专业考试包括全市统考、戏曲

类专业省际联考和高校校考。

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

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等6个艺术类专业将进行全

市统考。除美术与设计类外，其余5个科类均为首

次纳入统考。报考艺术类院校、专业的考生需按

要求参加相应考试。

全市统考由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美术

与设计类由各区考试中心具体承办，音乐类由

中央民族大学承办，舞蹈类由北京舞蹈学院承

办，播音与主持类由中国传媒大学承办，表（导）

演类由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服装学院承办，书

法类由首都师范大学承办。

考生可在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

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全市统考和

戏曲类省际联考等 7 个科类中选择一类填报，各

科类之间原则上不得兼报。同一科类内的不同

专业方向可以兼报，音乐类考生可以兼报音乐

教育和音乐表演，表（导）演类考生可以兼报戏

剧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影视导演。对具有

其他专业特长及潜质、确需兼报不同艺术科类

的考生，须在 2023 年 11 月 4 日 17 时前向报名单

位提交申请，通过相关审核程序后方可兼报。

经过高考报名资格确认之后的艺术类统考

考生应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在北京教育考

试院网站（www.bjeea.cn）自行打印《北京市普通

高 等 学 校 艺 术 类 专 业 统 一 考 试 准 考 证（XXX

类）》。考生须仔细查看准考证上的信息内容，

按时参加考试。全市统考从 2023 年 12 月 2 日起

开始进行，各科类考试时间将根据报考人数等

实际情况确定，具体考试时间及要求以考生准

考证为准。

▶ 6个科类将进行全市统考 ◀

▶ 校考不再跨省设考点 ◀

▶ 分两类录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