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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188871.htm 总要求： 1、理解艺

术概论学科的构成，包括艺术活动、艺术种类、艺术创造、

艺术作品、艺术接受等。 2、了解艺术活动的性质、各门艺

术的主要特征，掌握艺术创造、艺术作品及艺术接受的基本

理论。 3、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运用所学基本理

论观察和分析艺术现象、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正确评价其

优劣和是非。 复习考试内容： 一、绪论 要求：了解本学科的

研究对象与科学性质，及其内容、任务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 1、研究对象：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是

人类的艺术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原理、范畴、原则和方法

等。 2、学科性质：艺术概论是一门研究艺术活动基本规律

的学科，是阐述艺术的基本性质、艺术活动系统以及艺术种

类特点的科学体系。 （二）学科任务 1、系统和全面地阐释

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律，确立进步的、科学的艺术观。 2.了解

艺术活动系统各个环节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艺术活动的规

律与特点。 3.指导人们遵循审美规律和艺术规律进行能动的

创造、接受和批评。 （三）研究方法 艺术概论的研究方法包

括以下三个层面：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则。2.运用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研究艺术活动的实践

与发展。3运用艺术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研究艺术领域的各

种问题。 二、艺术活动 要求：了解艺术活动的构成，理解艺

术活动发生和发展的状况，掌握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对艺术的功能有基本的了解。 （－）艺术活动的构成 根据



艺术活动的发展及其当前状况，可以将艺术活动视作一个系

统，它由四个要素或环节构成。 l.客体世界：即艺术活动所

反映和表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及自然界。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

世界是艺术创造的主要对象。 2.艺术创作与制作：艺术创作

即艺术家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运用特定的艺术

语言和材料，所进行的从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

创造性活动。 艺术制作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它更多地体现

出以物质性制作为主的特点。在当代艺术活动中，艺术制作

显示出重要的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义。 3.艺术作品：即艺

术创作和艺术制作的成果，是由艺术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识物

态化的表现形式。 4.艺术传播与接受：艺术传播即借助于一

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艺术信息或作品传递给接受者

的过程。艺术接受即在传播的基础上，以艺术作品为对象、

以鉴赏者为主体的积极能动的消费、鉴赏和批评活动。 （二

）艺术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1、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学说： （1

）摹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摹仿

。这是一种有关艺术起源的最古老的理论，它在古希腊的哲

学家中比较流行，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均持这种观

点。 （2）游戏说：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

本能。一方面由于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同时由于人类可以

将这种过剩的精力运用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于是体现为

一种自由的游戏。德国的席勒、英国学者斯宾塞、德国学者

谷鲁斯均持这样的观点。 （3）表现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

类情感表现和交流的需要。持这一观点的有意大利美学家克

罗齐、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美国学者苏珊。朗格等。 （4

）巫术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这是



在近代西方学术界最具影响的一种理论。这个学说最早由英

国学者爱德华。泰勒提出，英国学者詹姆斯。弗雷泽也持这

一观点。 （5）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实践活

动。这是对艺术产生根本原因最具影响的揭示。俄国普列汉

诺夫等人对此进行过阐释。 总之，艺术的发生经历了一个由

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

过程，其中也渗透着人类摹仿的本能、表现的欲望和游戏的

冲动。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并非是单因的，但归根结

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 2

、艺术活动的发展 （1）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 ①在人类社会

生活的结构中，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由

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现实物质基础。耸立在经济基础

之上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影响和制约的政治制度及思

想方式、世界观或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构成。艺术既属于意

识形态，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性。②经济基础的

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同样，艺术

的发展也要受到经济的制约和影响。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人

们的经济活动是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③经济对于艺术

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往往要经过一些 中介

环节。其中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制度的等各种因素。经济

的兴衰与艺术的兴衰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机械地

互为因果关系的。④艺术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

的，有时艺术的发展显得快些，有时显得慢些，有时甚至与

经济呈反方向发展。这种现象，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

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关系。那种认为“经济繁盛，艺术一



定繁荣；经济衰退，艺术也就衰落”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2）艺术发展的继承与创新 在艺术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继

承和创新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和基本的规律。 ①艺术在它的发

展过程中其内在结构是有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反映着社

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连续性。每一时代的艺术对于

后来的艺术，都是一种既定的存在和条件。后一时代的艺术

注定要在前一时代的基础上得以发展。②艺术的历史继承性

，表现为对本民族艺术遗产的吸收和接受，以及对其他民族

和国家优秀文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③艺术的历史继承性，

在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均

有突出的表现。艺术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推

陈出新的过程，其间，继承和创新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没有

继承，便不会有创新。在艺术发展中，继承是手段，创新是

目的。④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为了创新，就要坚

持批判的原则，对过去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

时，又要坚持在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艺术表现

手法等方面的创造，不断适应新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文化和

艺术的需求。 （三）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与性质 1.艺术是一

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l）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

它既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因

而它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艺术与

意识形态各部门以及政治、科学等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2

）艺术与哲学 哲学主要从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

领域中带有普遍性的根本规律的研究，哲学主要通过美学这

一中介对艺术产生影响。艺术也可以通过审美创造对艺术家

的思维及其思想产生启迪。 （3）艺术与宗教 艺术与宗教在



其早期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极其

密切的关系。二者在认识与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相似之处

。宗教长期利用艺术来宣传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宗教。但由于宗教反科学的性质

，决定了它与艺术的本质区别。 （4）艺术与道德 道德是指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

与艺术的联系，一方面，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总要通过艺术

的内容和精神得以体现，同时，艺术通过其审美的表现，对

道德观念的评价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5）艺术与政治 政治

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

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广泛的。艺术会受到

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二者是相

互联系和统一的关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和引导艺

术的方向，可以保障艺术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艺术也

可以通过自身显现的审美情感和精神倾向，影响政治的方向

和发展。 （6）艺术与科学 科学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

化现象，它与艺术在本质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同时在其发展

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区别。现代科学技术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

质技术手段、传播手段，并促使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和美学

观念的变化。艺术也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艺

术活动的基本特征 （1）艺术活动是形象把握与理性把握的

统一 形象，即审美形象，在广义上包括审美的情境和意境。

形象把握是艺术活动特有的方式，是主体对于客体瞬间领悟

式的审美创造，它是感性的而不是推理的，是体验的而木是

分析的。但是形象把握又不能离开理性，理性在分析时代氛

围、读选素材和题材、构思主题和情节、选择表现形式等方



面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艺术活动是情感体验与逻

辑认知的统一 艺术中的情感即审美情感，是一种无功利的具

有人类普遍性的情感，情感在艺术活动动机的生成、创造与

接受过程中均是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同时情感又是艺术创

作的基本元素。但是艺术活动也包含认知因素，认知在艺术

活动中意味着客观的、理智的反映。在审美情感的深层往往

隐含着理性的认知。 （3）艺术活动是审美活动与意识形态

的统一 艺术的审美特性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意识

形态活动的根本标志，但同时艺术又具有意识形态特性。艺

术的审美特性是形象的、情感的和多义的，它规范着艺术活

动的基本倾向，其意识形态特性则是隐藏在审美特性之中的

，它使艺术的审美世界具有了更为广阔和深透的内涵。 3.艺

术活动的基本性质 艺术活动是以特有的艺术语言体系为媒介

、以创造形象或意境为旨归的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它凝结

为审美的意识形态。 （四）艺术活动的功能 1.艺术活动的功

能：（1）审美认知功能（2）审美教育功能（3）审美娱乐功

能 2.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实施美育的主

要途径。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指运用审美的方式实施教育，

旨在提高人们的审美感受力、审美创造力及审美情趣，以促

进其人格的完善以及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艺术教育主要

通过指导人们进行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活动，实现美育的

最终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