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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艺术概论》是概括地、简要地讲述或论述艺术的基本理论著作，而理论学

习是学习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本课程是高等艺术院校学生必修的基础

理论课程之一，对艺术史论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艺术概论》是以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各种

艺术现象的共性问题、艺术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范畴问题。理论是实践的产物，而

艺术理论一旦产生，就会对艺术创作实践起指导作用，因此本课程的目的是使艺

术家能够遵循一定的艺术原则，为成功创作出美的艺术作品指明正确的方向。

本课程考核为理论知识笔试。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艺术的本质特征、门类划分、发展发生，

进而了解艺术的创作主体和创作活动、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大致掌握艺术的基

本理论知识。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为一切艺术专业类课程学习的理论依据和前提，应将其作为基础知识

和艺术领域的指导思想首先掌握。总之，艺术概论是艺术专业一切相关课程体系

的根本。

II、课程内容及考核目标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为以下各章学习

打下基础。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一）《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

（二）《艺术概论》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学习目的与研究方法

（一）《艺术概论》的学习目的

（二）《艺术概论》的研究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

(二)《艺术概论》的主要内容

(三)《艺术概论》的学习目的

(四)《艺术概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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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

2、《艺术概论》的主要内容

3、《艺术概论》的学习目的

4、《艺术概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艺术本质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通过了解艺术的三大本质，从而能思考一个根本问

题——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的社会本质

（一）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

（二）艺术与社会生活

（三）艺术与社会生产

第二节 艺术的认识本质

（一）艺术以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二）艺术用形象反映世界

（三）艺术反映世界的真实性

第三节 艺术的审美本质

（一）艺术与美的关系

（二）艺术的审美本质

（三）情感在艺术的作用和地位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与社会生活

(二)艺术是一种生产形态

(三)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即精神生产形态

(四)艺术以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五)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

(六)艺术用形象反映世界

(七)情感在艺术的作用和地位

(八)艺术作为“艺术生产”的实质和意义

(九)艺术反映世界的真实性

(十)艺术与美的关系

(十一) 艺术的审美本质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艺术与社会生活

2、艺术是一种生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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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即精神生产形态

4、艺术以特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二）领会

1、艺术在社会中的位置

2、艺术用形象反映世界

3、情感在艺术的作用和地位

（三）简单应用

1、艺术作为“艺术生产”的实质和意义

2、艺术反映世界的真实性

3、艺术与美的关系

4、艺术的审美本质

第二章 艺术门类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知晓艺术这个大范畴的具体划分方法、内容和门类，

以及每一个门类中大致的分类，并通过了解各门艺术间的关系，更深刻地体会艺

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涉及范围和重要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的分类

（一）艺术门类的多样性

（二）艺术门类的划分

第二节 主要艺术门类

（一）美术

（二）音乐

（三）舞蹈

（四）戏剧

（五）摄影

（六）电影与电视

（七）文学

（八）建筑与园林

（九）其他艺术门类

第三节 各门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各种艺术的相互联系

（二）艺术在分化与综合中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

(一)主要艺术门类

(二)艺术在分化与综合中发展

(三)各种艺术的相互联系

(四) 艺术门类的划分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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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艺术门类

2、艺术在分化与综合中发展

（二）领会

1、各种艺术的相互联系

（三）简单应用

1、艺术门类的划分

第三章 艺术发展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艺术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世界各民族

艺术的多元化和在各自发展中的融合关系。使学生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上，能够自

觉拓宽眼界、更好地整合利用世界各时期、各民族艺术的宝库。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的发生

（一）历史上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主要理论

（二）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

（三）艺术发生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 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历史上对艺术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艺术发展的他律性

（三）艺术发展的自律性

第三节 艺术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一）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多元存在

（二）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和融合

（三）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三、考核知识点

(一)历史上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主要理论

(二)艺术发生的历史过程

(三)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多元存在

(四)历史上对艺术发展规律的研究

(五)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

(六)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和融合

(七)艺术发展的他律性

(八)艺术发展的自律性

(九) 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历史上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主要理论

（2）艺术发生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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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多元存在

（4）历史上对艺术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领会

（1）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

（2）各民族艺术相互影响和融合

（三）简单应用：

（1）艺术发展的他律性

（2）艺术发展的自律性

（3）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第四章 艺术创作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艺术家，以及怎样找

到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好方法、好思路，并通过对艺术的流派和思潮的理解，更

好地为推动艺术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创作主体——艺术家

（一）艺术家与社会

（二）艺术家的主体性

（三）艺术家的修养

第二节 艺术创作活动

（一）艺术创作过程

（二）艺术创作中的心理和思维活动

第三节 艺术创作方法与流派、思潮

（一）艺术的创作方法

（二）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家与社会

(二)艺术家的主体性

(三)艺术创作过程

(四)艺术创作中的心理和思维活动

(五)艺术的创作方法

(六)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

(七) 艺术家的修养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艺术家与社会

（二）领会

1、艺术家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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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艺术创作过程

3、艺术创作中的心理和思维活动

4、艺术的创作方法

（三）简单应用

1、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

（四）综合应用

1、艺术家的修养

第五章 艺术作品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的了解、相关属性的理

解，拥有对艺术作品的艺术美之正确的识别鉴赏和研究能力。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

（一）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认识

（二）艺术作品的内容

（三）艺术作品的形式

（四）艺术作品德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第二节 艺术作品的相关属性

（一）艺术作品的意蕴、意境与风格

（二）艺术作品的格调与品味

（三）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第三节 艺术作品的艺术美

（一）艺术美的根源

（二）艺术美的条件

（三）艺术美的特征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认识

(二)对艺术作品内容的理解

(三)艺术作品的形式

(四)艺术作品的艺术美

(五)艺术作品内容的构成因素

(六)艺术作品德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七)艺术作品的意蕴、意境与风格

(八)艺术作品的格调与品味

(九)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认识

2、对艺术作品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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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作品的形式

4、艺术作品的艺术美

（二）领会

1、艺术作品内容的构成因素

2、艺术作品德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3、艺术作品的意蕴、意境与风格

4、艺术作品的格调与品味

5、艺术作品的商品属性

第六章 艺术接受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特征及其社会环境和环节，

理解艺术接受和艺术批评的关系。学习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并简单应用艺术作

品是如何通过被社会接受而实现其价值的，怎样的艺术作品能产生共鸣现象。最

后通过全书的学习，进一步理解艺术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社会环节

（一）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特征

（二）艺术接受的社会环境与环节

（三）艺术接受与艺术批评

第二节 艺术接受与艺术欣赏

（一）艺术欣赏的性质与特征

（二）艺术接受与艺术欣赏的过程

（三）艺术欣赏的共鸣现象和共同美感

第三节 艺术的审美教育

（一）艺术的社会功能

（二）艺术的审美教育

（三）艺术审美教育的意义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接受的社会环境与环节

(二)艺术接受与艺术批评

(三)艺术欣赏的性质与特征

(四)艺术的社会功能

(五)艺术的审美教育

(六)审美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位置

(七)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特征

(八)艺术接受与艺术欣赏的过程

(九)艺术的审美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十) 艺术欣赏的共鸣现象和共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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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1、艺术接受的社会环境与环节

2、艺术接受与艺术批评

3、艺术欣赏的性质与特征

4、艺术的社会功能

5、艺术的审美教育

6、审美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位置

（二）领会

1、艺术接受的性质与特征

2、艺术接受与艺术欣赏的过程

（三）简单应用

1、艺术的审美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2、艺术欣赏的共鸣现象和共同美感

Ⅲ有关说明及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为使考核内容具体化和考核要求标准化，本大纲在列出课程内容的基础上，

对各章规定了考核目标，包括考核知识和考核要求。明确考核目标，能够使自学

考应考者进一步明确考核内容和要求，更有目的地系统学习教材；使社会助学者

能够更全面、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使考试命题能够更加明确命题范围，更加

准确地安排试题和知识能力层次和难易度，在大纲的“考核要求”中，提出了“识

记”、“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和“综合应用”四个能力层次的要求，它们的含

义是：

1、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大纲所规定的有关知识点和主要内容，在

考试中

能做出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2、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

熟悉其内

容要点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考试中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和论述。

3、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一、二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

般应用

问题。

4、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较复杂的

应用问

题，进行计算、绘图、设计和论证等。

二、关于自学教材

教材：《艺术概论》，王宏建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年 1月第一版。

三、自学时间分配建议

本课程是一本专业必修课，共 4学分。自学时间（包括阅读教材、做作业）

共需 210小时，建议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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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 课 程 内 容 自学时间（小时）

1 绪 论 4
2 第一章 艺术本质论 36
3 第二章 艺术门类论 20
4 第三章 艺术发展论 30
5 第四章 艺术创作论 40
6 第五章 艺术作品论 40
7 第六章 艺术接受论 40

四、对社会助学者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要求，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

考核目标，把握教材的基本内容，对自学靠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们掌

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体现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要正确处理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

学应考者将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本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试题题型及覆盖

面广。社会助学者应根据课程及考试命题的特点，指导自学应考者全面系统地学

习教材，掌握全部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章节和

重点问题，把重点辅导和兼顾一般有机结合起来。

五、关于命题和考试的说明

1、从本大纲所列的考核知识点中命题，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

大重点章节的覆盖密度。

2、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 20%，简单应用 30%，

综合应用 30%，综合应用 20%。

3、试题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每份试卷中所占比例依

次约为 2：3：3：2。试题的难易度与能力层次不同，在各个能力层次中，都

有难易度不同的试题。

4、命题的主要题型为：选择题、填空题、判断说明题、简答题、分析题等。

5、考试方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

格。考试时需带钢笔。

附录：题型举例

（一）选择题

1、艺术作品的艺术美，是（ ）的。

A 假、大、空夸张表现 B 真、善、美必有一项

C真、善、美三位一体 D美人、动物、植物三位一体

2、艺术门类的划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依据的标准不同，分类也是多种

多样的。如果以艺术形态的存在方式为标准，可以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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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视听艺术、想象艺术

B 空间艺术、时间艺术、时空艺术

C 造型艺术、表演艺术、语言艺术、综合艺术

D 再现艺术、表现艺术

（二）填空题：

1、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作为“艺术生产”，应该作为真正的

实现其本质，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为根本目的。艺术家不是 ，而是真

正自由的 。

2、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艺术形象一般有三大特性： 、 、 。

（三）判断说明题

1、艺术的形象不一定都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凭感官无

法直接把握的。例如“抽象艺术”的风格和流派。 （ ）

理由：

2、艺术不一定都是美的，例如罗丹的雕塑名作《美丽的欧米哀尔》（又名老

妓），就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老妓女这一丑陋的形象。 （ ）

理由：

（四）论述题

1、艺术家应当具有哪些方面的修养？并请说明每一方面修养的细分类及其

重要性。

答：

2、如何理解艺术欣赏的共鸣现象和共同美感？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