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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面向21世纪
教育振兴行动计戈Ij》，实施&ldquo;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rdquo;，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发出通知，（教职成司[1999]19号）确定了《&ldquo;面向21世纪职业教
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rdquo;首批研究与开发项目指南》，将&ldquo;群众文化艺术&rdquo;作
为80个&ldquo;重点建设专业教学改革方案研究&rdquo;（04-74）列入其中。
文化部教科司作为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把这项工作布置给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学院决定由
周爱宝同志担任项目研究开发的总执笔。
经过计划、大纲的研究开发、论证，确定了十门主干课程作为教材。
《群众文化基础知识》是中等职业艺术学院群众文化艺术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也是十门主干课
程之一。
由于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教材不多见。
因此，长期以来全国各中等职业艺术学（院）校所办的群众文化艺术专业，缺少一本适用于本专业基
础理论课程的教材。
我们本着中等职业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在教材的编写中，一方面较系统地
阐述群众文化的基本理论，界定和规范群众文化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另一方面，又使这些理论和当前
群众文化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以指导学生运用这些理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本书由周爱宝任主编。
各章编写分工如下：前言，周爱宝（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绪论、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张
荣泉（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第七、八、十二、十三章，黄先有（安徽省文化厅服务中心）；第九
、十、十一章，程力耘（安徽省京剧团）。
全书由周爱宝撰写编写提纲、统稿、修改并最后定稿。
本书较全面地阐述了群众文化的起源、本质、构成、群众文化史、群众文化辅导与群众文化管理等方
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郑永富同志主编的《群众文化学》一书，依据自己多年来的教学实践
、学习研究、知识积累而编写的。
本教材注重于让学生通过系统学习，掌握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落实教
学大纲对本课程教学的要求，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能规范地、正确地使用群众文化的专
用术语，了解群众文化的本质特征、生态环境、形态分类、事业机构、社会作用，理解领会在市场经
济日趋成熟的形势下，社会群体文化需求和消费的关系，把握正确走向，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群
众文化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鉴于我们的水平，本教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欢迎老师、学生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
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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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群众文化基础知识（群众文化艺术专业）》是中等职业学校群众文化艺术专业国家规划教材。
《群众文化基础知识（群众文化艺术专业）》依据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ldquo;中等职业学校群众文化
艺术专业课程设置&rdquo;及&ldquo;群众文化艺术基础知识教学基本要求&rdquo;编写。
《群众文化基础知识（群众文化艺术专业）》较全面地阐述了群众文化的起源、本质、构成、群众文
化史、群众文化辅导与群众文化工作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了解群众文化的生态环
境、形态分类、事业机构、社会作用，理解领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众文化需求和消费的关系
，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群众文化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群众文化基础知识（群众文化艺术专业）》也可作为职工群众文化艺术团体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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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文化与群众文化概念甄别一、文化的概念二、群众文化的概念第一章 群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第一
节 原始社会的部族文化第二节 阶级社会的群众文化第二章 群众文化的本质特征第一节 群众文化的群
众性和自娱性第二节 群众文化的倾向性和传承性第三章 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第一节 精神调剂和普及
知识作用第二节 宣传教化和团结凝聚作用第四章 群众文化的生态环境第一节 群众文化的自然环境和
科学环境第二节 群众文化的国内、国际文化环境第五章 群众文化的形态类型第一节 群众文化的地域
性形态类型第二节 群众文化的多元化形态类型第六章 群众文化活动第一节 群众文化活动的动力机制
与构成第二节 群众文化产品第七章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第一节 群众文化事业的基本结构和业务体系第
二节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的工作原则和机构设备第八章 群众文化与文化消费第一节 文化消费的特性以
及必要的途径第二节 适用于文化消费的群众文化经济观念第九章 群众文化辅导的基本规律、职能与
功能第一节 辅导与社会环境认识发展相一致、相适应第二节 群众文化辅导的职能和功能第十章 群众
文化辅导的任务、原则、内容第一节 群众文化辅导的任务第二节 群众文化辅导的内容第十一章 群众
文化辅导的方式方法及评估第一节 群众文化辅导方式方法的划分第二节 群众文化辅导评估第十二章 
群众文化的宏观管理第一节 群众文化管理的含义与任务第二节 群众文化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第十三章 
群众文化的微观管理第一节 群众文化管理的模型和特点第二节 群众文化管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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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文化西欧在16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和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完
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城市居民（市民）逐步分化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城市贫民
。
市民文化在欧洲各国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ldquo;文艺复兴&rdquo;的文化运动中兴起，它
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但因为它将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具有很大的生命力。
市民文化敢于漠视伪善的宗教神学的道德规范，以活跃的文化活动来表示&ldquo;普遍人性&rdquo;，
以提倡个性解放。
资本主义萌发之初，社交舞不顾教会的反感而成了市民庆典和文化娱乐的一部分，但须戴着面具，不
断更换舞伴，按一定距离和队形进行，仍较拘谨。
17世纪末18世纪初，得到改进的乐器的伴奏取代歌唱，男女舞伴在华尔兹舞中相互靠近，这种被王公
贵族抨击为&ldquo;放肆&rdquo;、&ldquo;伤风败俗&rdquo;的勾肩搭背的舞姿，很快传遍许多国家。
此外，市民中还盛行诗歌朗诵、话剧和哑剧的表演。
随着科技的发展，市民文化的样式出现了与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形式与品种，如驾车上班族和健身慢跑
者在途中收听小说、诗歌、传记及语音教学等的有声书籍。
20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一些青少年市民热切甚至变
态追求新的文化方式来娱乐自己或忘记自己，或借此发泄自己面对病态社会的强烈不满。
一些出生于市民阶层的文化人，因为热爱生活，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又充分发挥过人的才智，其作
品中不乏成就卓越的垂世之作，如意大利人文主义代表人物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莎士比亚、法
国狄德罗、德国莱辛的戏剧等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曾运用市民文化的多种形式来宣传和推动革命。
1871年在巴黎公社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公社就宣布学校与教会分离，禁止在学校中进行宗教
活动，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整理博物馆，举办艺术展览会，发动社员创作革命歌曲和美术，还成立
艺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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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群众文化基础知识（群众文化艺术专业）》较全面地阐述了群众文化的起源、本质、构成、群
众文化史、群众文化辅导与群众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郑永富同志主编的《群众文化学》一书，依据自己多年来的教学实践
、学习研究、知识积累而编写的。
本教材注重于让学生通过系统学习，掌握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落实教
学大纲对本课程教学的要求，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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