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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4_B8_93_E5_c66_4654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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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艺术种 要求： 理解和掌握艺术分类的基本

原则和方法，理解各艺术种类的定义和特性，了解不同艺术

种类体裁的区分，了解中外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作

品。 （一）艺术分类的方法 1.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

，可以将艺术分为时间艺术（音乐、文学等）、空间艺术（

绘画、雕塑等）和时空艺术（戏剧、影视等）。 2.以对艺术



作品的感知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音乐等

）、视觉艺术（绘画、雕塑等）和视听艺术（戏剧、影视等

）。 3.以艺术作品对客体世界的反映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

术分为再现艺术（绘画、雕塑、小说等）、表现艺术（音乐

、舞蹈、建筑等）和再现表现艺术（戏剧、影视等）。 4.以

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音

乐、舞蹈、戏剧、影视等）和静态艺术（绘画、雕塑、建筑

、工艺等）。 5.从本质上讲，艺术作品就是以物态化的方式

传达出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因此，按照艺术分类

的美学原则，应当把艺术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与审美意识物

态化的内容特征作为根本的依据，将艺术分为五大类别：即

造型艺术、实用艺术、表情艺术、语言艺术（文学）综合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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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