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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中国 关注

特长生等级测评竟成一门生意
“一个学生我们返您60块钱”

新学期里，传统学科类培训市场
不断降温，少儿艺术类培训市场日趋
火热。从声乐到舞蹈，从器乐到书
画……“十八般武艺”之下，往往都离
不开五花八门的考级测评和比赛展
演。不过，一张张噱头十足的证书背
后，却暗藏诸多套路和交易。

“宝贝们的口才课考级证书下来了，通过率
100%哦……”一家位于小区里的艺术中心在宣传
时总会晒出厚厚一摞证书，不少家长看了心动，纷
纷慕名而来。

“我们这里有声乐、钢琴、小提琴、架子鼓、吉
他、尤克里里、古筝、琵琶、竹笛，还有一些集体课
程，包括美术、书法、口才、舞蹈、跆拳道和搏击。”
看到有家长前来咨询，工作人员热情地介绍，“一
对一课程每次 45分钟，单价 300元。集体课程 60
分钟一节单价 100元，90分钟一节单价 150元。”

带家长参观教室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指了指
墙上的照片，“这边办了好些年，社会资源也会多
一些，有不少合作的机构，每年都会组织比赛。除
了那种比较权威的专项比赛以外，还经常有各种
综合性的比赛，带点表演性质，获奖也相对容易一
些。当然，参加这些是要另外交费的。”

小区对面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同样塞满了大
大小小的艺术类培训机构。“小提琴一般 4岁就可
以开始，1节课 1小时，学费 280元，两个人可以开
班。”在一楼的一家儿童艺术成长中心，工作人员
侃侃而谈，“我们每年都会提供两次考级的机会，
还有一些比赛或者展演。从 1级就可以参加各种
活动，到时候会把相关资料发到家长群里，具体费
用要看组织方，价格区间一般是初赛在 300 元到
600元，决赛在 800元到 1500元。”

记者来到二楼，看到一家少儿美术培训机构正
在招生。“幼儿园阶段可以先学创意画，5岁就可以
考级，一般小学五年级以前就能考完最高级。”机构
负责人称，4级以下可以跳着考，之后要一级一级
考，考级费用跟级别有关，每次大概两三百块钱。

“平时也会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比赛，但我们只
选择那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正规比赛。这边老师都
是专业出身的，看一下比赛的举办方就知道值不
值得参加。”负责人谈道，“好多比赛都很水，特别
是那些收费的比赛，就算最后得奖也没什么意
义。现在市面上不少培训机构都是有套路的，把
挣钱放在第一位，环境看上去高大上，获奖也一大
堆，但没多少真东西。”

▶行情◀
初赛费用300元到600元

▶内幕◀ 等级测评给机构老师返钱

除了常规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以
外，网上还有不少针对艺术特长生开
展的等级测评。

“我们跟社会考级区别也不算太
大，都是通过组织学生考试来进行艺
术评价。”一家面向全国的艺术特长
生等级测评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等级
测评有以下特点，“一是范围比较广，
不像一些专业院校那样有局限性，比
如，中央音乐学院只有音乐方面的考
级，中国美术学院只有美术和书法方
面的考级，我们是综合性的，只要是
属于艺术范围之内，都可以进行等级
测评。”从相关网站的介绍来看，测评
内容涵盖舞蹈类、声乐类、器乐类、语
言类、书画类、武术类、表演类等多个
门类。

“另一个特点是时间更灵活。不
像有的考级只是在寒暑假进行，我们
平时也可以进行测评，只要在考官的
监督下，就能对阶段性的学习成绩作
出评价。”

记者以艺术类培训机构老师的
身份咨询授权事宜，对方立即表示欢
迎。“只要有固定场所和资质证明就
行，操作起来很简单。我们到时候签
订完协议，可以给您颁发一个培训基
地的牌子和授权书。”

谈及费用，对方爽快地表示，“既
然签了协议，您也是帮我们进行推
广，咱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个利益上的
分配。比如，我们这边等级测评 1 级
对外签的是 100块钱，我们只收 30%，
另外还有 25块钱的工本费，也就是说
总共 55块钱，这个略低于社会考级的
标准。您那边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允
许您在 100 块钱基础上再多收 20%，
比如一级可以收到 120 块钱或 130 块
钱，这个空间就留给您来掌握。”这名
工作人员称，级别越高，费用也越高，

“最高 10 级也就 280 元，具体您那儿
收多少可以再讨论。”

至于测评难度，对方坦言，“这个
主要还是为了鼓励孩子的学习兴趣，

所以肯定会相对容易一些。”
在微信公众号里，记者又搜索到

另一家开展全国艺术特长生测评认
证的机构。联系相关人员以后，对方
发来一份测评认证通知，上面显示测
评范围包括声乐类、器乐类、音乐素
养、语言类、书画类、舞蹈类、跆拳道、
武术等。

“作品发给我统一上传。”对方发
来收费标准，其中，最低为 1级，收费
300元，之后逐级递增，10级为 550元，
演奏级则为 650元。

“您是老师吗？老师的话，一个
学生我们返您 60 块钱。”对方表示，

“原则是返百分之十，但是低级别的
太少了，所以我们都统一返 60 块
钱。”当记者又问到通过率如何时，
对方回应称，“只要不是那种明显很
差的，都可以通过的。有特殊情况
您可以告诉我。”

▶提醒◀ 评测组织出现“野鸡机构”

这些测评组织究竟是否权威？记
者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上进
行搜索，并未查到有关社会组织的登
记信息。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社会组织还
有很多。民政部在今年公布的第一批

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上，全国艺术特长生考评
委员会位列其中。5月，民政部、中央
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法关停了
全国艺术特长生考评委员会网站及其
新媒体账号，清除了有关关联网页。

教育部此前也曾发布声明，强调
教育部从未成立全国艺术特长生认证
中心，从未认可过任何艺术特长生认
证机构，也不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机构
等相关组织开展的艺术特长生测评与
认证活动。

▶建议◀ 不要陷入盲目拿证误区

“从教育来说，引导学生一级
一级地学习，本身是有一定积极意
义的。但目前的考级或测评鱼龙
混杂，很多都只是看重经济效益，
缺乏规范和引导。”中国电影乐团
常任指挥张冰冰建议家长理性看
待考级和比赛，不要陷入一种误
区，认为孩子学艺术就是为了拿
证。

“北京市教委从 2019 年取消小
升初特长生招生以后，更加重视美
育的普及工作，不少中小学也在积
极尝试通过聘任专业老师的方式，
利用课后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
活动。”张冰冰谈道，学校在聘任老

师时会有严格要求，要么具有教师
资格证，要么具有相应职称，但校外
的艺术培训机构在师资质量方面往
往很难保证。

“现在很多比赛被明令禁止，但
还是会有一些机构或协会组织各种
各样的活动，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盈
利，因为每名参赛者都要交一定的
费用，算下来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在张冰冰看来，即使是一些所谓的
国际比赛，含金量也并不见得高，

“有时候只不过是钻了个空子，看
起来高大上，其实并没有多大作
用。”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

代表、陕西省美协副主席宋亚平提
交了《关于加强美育、完善教育评估
机制，制止儿童美术考级的建议》。
她认为，美术考级的评价标准抹杀
了少儿美术的差异性，造成美术表
现的同一性。此外，各种儿童美术
考级泛滥，一些考级点不具备评价
的资质，标准也越来越低，导致现在
模式化的作品盛行。

宋亚平建议，取消对 12岁以下儿
童进行各种门类的美术考级，鼓励孩
子们多参与美术社会实践和对艺术作
品进行评论研讨等活动，培养孩子们
的艺术素养并对其进行记录。

据《北京晚报》

以微信记录证明对方拖
欠货款，获法院支持

崔某在南通开发区附近某菜市场内贩
卖蔬菜，在附近开设饭店的谢某从 2019年
7月开始在崔某那里采购蔬菜，但一直未
给付货款。三个月后，欠款越来越多，崔某
向对方催要欠款，并通过微信向对方发送
欠款明细。谢某在微信中认可欠款的事
实，承诺会尽快给付，但一直未能兑现，直
到经营不善关门。崔某无法联系上对方，
便诉至如东法院。立案后，法院依法向谢
某送达应诉材料和传票，被告未到庭参加
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崔某提供了

原始的手机记录，显示有微信名，微信昵
称为被告饭店名称，电话号码为被告号
码，对方通过微信转账归还了部分款
项。同时，因被告结欠多人款项，另有其
他案件在审理中，显示的被告微信均为
一致。

如东法院认为，因此可以认定是
原、被告之间进行的微信聊天；从微信
的内容上看，聊天记录内容完整，能够
印证原告起诉的事实，被告对欠款的事
实及原告发送的欠款明细、金额也均予
以认可，且对话记录不存在违反法律规
定的情形，故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
请求。

承办法官介绍， 民事诉讼法第 63条
规定了电子数据属于证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14条进
一步明确了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
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均属于“电子数据”。

法官提醒：应当提供存
储原始载体

近年来，人们生活中的很多事项从
“线下”转变为“线上”进行，诉讼中出现电
子数据形式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去年 5
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正式施
行，进一步细化并扩大了电子数据的范
围。

根据修改后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
发布的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
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
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文档、图
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
子文件；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
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均被列入
属于证据的电子数据。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
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承
办法官提醒，因此，日常生活中对于可能
涉及纠纷的微信记录等电子数据不要轻
易删除。

据《扬子晚报》

仅有微信记录作证据 官司能打赢吗？

微信除了聊天交流，还具备付款转账等功能，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增多，而在诉讼中作为证据
使用也越来越多。那么，仅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记者了解到，如东县人民法
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并作出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律师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进一步细化并扩大了
电子数据的范围，该案承办法官对如何有效使用微信记录等电子数据作为证据进行了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