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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827 科目名称：艺术概论 

 I．考查目标 

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基础艺术概论的考试，涵盖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任务、研究方

法、艺术活动、艺术种类、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接受及有关理论问题和实

际问题。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绪论                                                              

艺术活动                                                          

艺术本质                                                        

艺术种类                                                         

艺术创造                                                      

艺术作品                                                          

艺术接受                                                          

  四、试卷题型结构 

  （一）名词解释 30分，占总分数 20% 

（二）简答题 60分，占总分数 40% 

（三）论述题 60分，占总分数 40% 

 

Ⅲ．考查范围 

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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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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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和全面的阐释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律，树立进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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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艺术领域的各种问题。 

二、艺术活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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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四个要素和环

节构成。 

1. 客体世界 

即艺术活动所反映和表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和自然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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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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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艺术信息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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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摹仿。这是一种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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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的本能。一方面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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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者席勒，英国的学者斯宾塞，德国学者古鲁斯均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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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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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史学家科林伍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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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詹姆斯·弗雷泽也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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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

活动。俄国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此观点进行过阐释。 

（6）多元说 

关于艺术起源的观点上述说法，只是从某一个侧面进行探讨。人类最初的艺术活动可能

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各种原始艺术的出现更难以归结为单一因素，多元说认为：艺术的发生

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原始生产更是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艺术的起

源应该是多因的，而不是单因的。多元说认为：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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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原始人类模仿自然的本质，表现情感的需要、游戏的冲

动也渗透其中尤其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更为重要的巫术与原始生产劳动，更是在其中发挥了决

定性的作用。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不是单因的，归根结底艺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

践活动的必然产物。 

2. 艺术活动的发展 

促进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有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

成的现实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有经济基础制约的政治法律制度、机构

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哲学、艺术、宗教、道德观念等）的总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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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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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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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

想产生启迪。 

3. 艺术与宗教 

艺术与宗教在早期是融合在一起的，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在

认识世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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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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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艺术的发展，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宗教。但艺术与科学有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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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艺术与科学 

科学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与艺术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在

其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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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新的艺术形式产生和美学观念变化。艺术也对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7. 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 

艺术活动是形象把握与理性把我的统一；是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统一；艺术活动是审

美活动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三、艺术本质论 

1. 艺术的社会本质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从史前艺术看人类早期的社会生活，这是人们一直试图探索并

努力回答的问题。 

1. 艺术的情感本质 

抒发情感是人类反映社会生活的特征；富于幻想的神话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表现自

然的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与能动性。 

3. 艺术的美的本质 

美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艺术美与现实美；艺术美与现实丑。 

四、艺术种类 

（一）艺术分类的方法 

1. 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音乐与文学）、空间艺术、

（绘画与雕塑）和时空艺术（戏剧、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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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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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视等）和静态艺术（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等）。 

5. 以物化方式和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划分五大类：即造型艺术、实用艺术、

表情艺术、语言艺术（文学）、综合艺术。 

五、艺术创造 

（一）艺术创造主体 

1. 艺术家 

2. 艺术家的修养和审美创造能力 

（二）艺术创造过程 

1. 艺术体验 

2. 艺术构思 

3. 艺术表现 

（三）艺术创造的心理要素与艺术思维 

1. 心理要素 

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理解 、审美情感 

2. 艺术思维 

艺术思维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灵感 

六、艺术作品 

（一）艺术作品的构成 

1.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2. 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3. 再现和表现的统一 

（二）艺术作品的层次 

1. 艺术语言 

是创作主体在特定种类的艺术创造活动中，运用独特的物质媒介和材料、按照审美法则，

进行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方式。不同的艺术门类具有不同的艺术语言，艺术语言具有丰富性和

多样性，艺术语言是渗透了艺术家独特个性的特殊语言，并在艺术发展中不断创造和革新。 

2. 艺术形象 

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方式，是通过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交融，并

由主体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艺术形象既包括鲜明生动的人物，也包括其他富有审美特征的

情境、画面和意境。 

3. 艺术意蕴 

艺术意蕴是指在艺术作品中蕴含的深层人生哲理、诗情画意或精神内涵，他是艺术主体

对于艺术典型或已经深刻领悟和创造的结果。艺术意蕴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艺术意蕴是艺

术创造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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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和意境 

1. 典型 

典型是指艺术作品中具有一定社会本质个性化的艺术形象和形象体系，它包括典型人

物、典型环境等。 

2. 意境 

意境是指艺术形象和情境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能够蕴含和昭示深刻的人生哲

理及宇宙意识的最高境界，它是主体情感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统一，在有限地艺术形象中体现

出无限的意蕴。 

（四）艺术风格、艺术流派、艺术思潮 

1. 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就是艺术家的创造个性与艺术作品的语言，情境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的相对稳定

的整体性艺术特色，风格是艺术家创造个性与艺术作品的语言、情境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的相

对稳定的整体性艺术特色，风格是艺术家创造个性成熟的标志。风格既包括艺术家个人的风

格，也包括流派风格、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2. 艺术流派 

艺术流派是指思想倾向、审美观念、艺术趣味、创作风格相近和相似的一些艺术家所组

成的艺术派别。 

3. 艺术思潮 

艺术思潮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由于受到某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艺术领域

出现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和创作倾向。 

七、艺术接受 

（一）艺术传播 

1. 艺术传播的性质 

艺术传播指的是艺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艺术信息在社会系统中的运行。艺术传播具

有公共化和个人化相交融的特点。它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艺术信息传递给艺

术接受者，使其得到扩展。 

2. 艺术传播的五要素 

构成艺术传播的五个要素是传播主体、艺术信息、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3. 艺术传播的方式 

艺术传播的方式有好多种。历史上先后出现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

等方式。在现代社会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有：现场表演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和大众传

播（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方式。 

（二）艺术鉴赏 

1. 艺术鉴赏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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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鉴赏是一种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受众为主体的欣赏活动，是接受者在审美经验的

基础上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属性的主动选择、吸纳和扬弃。它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审美再创造

活动。 

2. 艺术鉴赏的主体性 

对艺术作品审美娱乐属性的享用；对艺术作品审美认知属性的认知；对艺术作品文化价

值属性的阐释；对艺术作品形象或意境的再创造。 

3. 艺术鉴赏的过程 

审美期待；鉴赏过程；审美效应。 

（三）艺术批评 

1. 艺术批评的性质 

艺术批评是对艺术作品及一切艺术活动、艺术现象予以理性分析、评价和判断的文化活

动。 

2. 艺术批评的形态 

在艺术史上出现过多种艺术批评形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社会批评、传记批评、心理

批评、文本批评、读者批评。 

3. 艺术批评的功能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阐释，评判其审美价值；通过将批评的信息反馈给艺术家，多创作

产生影响；通过批评的开展，对艺术鉴赏者的活动意义影响和指导；通过艺术批评，协调艺

术与意识形态其他领域的关系，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考查目标】 

  1．准确识记艺术学的基本知识。 

  2．正确理解艺术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3．能够运用艺术学的基本理论分析艺术理论与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