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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艺术教育是各级院校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
和审美能力，陶冶道德情操，丰富知识储备，活跃思维，培养创新精神，提升人格修养和综合素质，
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艺术欣赏》课程正是实施艺术教育、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明确公共艺术教育教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实际，根据学生选课侧重点以及当下需求，有目的
、有对象地编写教材，是有效实施公共艺术教育的最根本前提。
《艺术欣赏》课程区别于一般的《艺术学原理》。
虽然都涉及理论讲授，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重点在欣赏，后者重点在理论。
理论性课程虽然也涉及欣赏实践，但它更多的是用实践印证理论。
《艺术欣赏》则是用大量的艺术作品给欣赏者以强烈的感性冲击，从中产生美的情趣，用真诚和自信
贴近艺术作品，结合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验，调动自己的审美感知，尽情体验美的空间。
这正是本教材编著的主旨所在，亦是本教材最需要读者了解并积极掌握的重要信息。
本教材在总结多年高等院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实施及教材建设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各类各级院校公共
艺术欣赏课程教材，精选各类高校学生选课最具有积极性、期待性的五门课程组编而成，内容涵盖视
听觉艺术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几大门类，而且在内容编排上打破了传统艺术分科界限。
本教材以分级递进的方式组织章节结构，突出艺术性、审美性，注重在系统讲解、相互比较中具体恰
当地把握各艺术样式的欣赏规律，抓住重点、核心进行简明扼要地阐述，图文互参，使学生在相互比
较中着重赏析不同艺术样式如何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审美情感，集中培养、提
高读者的艺术感知能力。
本教材遵循“勿繁冗、尚精简、抓重点、求深入”的编写原则，和国内同类图书相比较，具有以下特
点：（1）在章节内容安排上避开国内一些同类图书对艺术门类一味求全、蜻蜒点水式的编写方法，
而是在明确公共艺术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广泛调研实际，根据学生选课侧重点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组织章节。
结合代表性与当下性，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挑选出最具特色的五大门类，按一定的规律，科学地、循序
渐进地安排了相应的内容。
力求条理分明、线索清晰，各章节内容既白成一体，又环环相扣，共同组成艺术欣赏的整体系统。
（2）在内容讲解上，力求契合通识类教材的编写原则，运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进行阐释，并能顺应读
图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结合丰富的图片资料，对经典进行浓缩，尽量使读者在对艺术共同美感的整
体把握中深刻感知各类艺术最具有代表性的审美因素。
以欣赏引趣，在欣赏中导学，使读者在美的氛围中感知、拓展美感。
（3）该教材区别于国内一些同类图书的一个最主要的创新点即是大胆安排现代设计艺术欣赏独立成
章。
在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类设计艺术风靡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引导读者步入现代设计艺术更
能使艺术欣赏契合当下、贴近生活。
对当下各类现代设计艺术的讲解阐释，必将使读者获得更多的美感共鸣，有助于自我艺术感知力的增
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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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精选视听觉艺术领域中最富代表性的音乐、舞蹈、书法、中国画、现代设计艺术五大类别，运用
深入浅出的文字阐述，并能顺应读图时代的阅读习惯，图文并茂，突出艺术性、审美性，使读者在各
个艺术门类的相互比较中感知艺术的总体规律以及不同艺术间各不相同的形象塑造、情感表达，在美
的氛围中，培养、拓展美感，提高艺术欣赏能力。
    本书适合各类高等院校作为学生在学习艺术欣赏类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供艺术爱好者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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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什么是音乐欣赏音乐欣赏，顾名思义就是欣赏者通过听觉对音乐进行聆听，从音乐中获得
美的享受、精神的愉悦和理性的满足的一切活动。
因此，它具有以下的性质和特点。
1.音乐欣赏是对音乐的接受与反馈从音乐实践的整体活动来看，音乐欣赏是音乐创作与表演的接受环
节。
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表演，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供听众欣赏的；作曲家、演奏家的音乐活动也总是围
绕着听众这个中心进行的。
如果没有音乐欣赏，这些音乐创作和表演也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
因此，音乐欣赏是作曲家和演奏（唱）家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另一方面，音乐欣赏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并不仅仅是作为音乐的接受环节而存在的，它同时还以反馈
的方式影响音乐的创作和表演。
音乐欣赏者不仅从音乐中得到愉悦，他们同时还是一个拥有无穷智慧和审美能量的群体。
每一个作曲家和演奏（唱）家可以从音乐欣赏者的反馈中切实了解自己艺术创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并根据这种反馈来调整和改进自己的艺术创作。
2.音乐欣赏是一种主体与创造性的活动音乐欣赏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行为，它同时还是一种积极
的、具有主体性的创造活动。
随着对音乐审美实践研究的深入，现代音乐美学特别把目光转向音乐的接受环节，从崭新的角度把音
乐的接受提高到与音乐创作、表演同等重要的程度来加以审视。
音乐欣赏是欣赏者意象活动的产物。
欣赏者在音乐欣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渗透到欣赏的对象中，从而通过自己的意识
活动，填充和丰富音乐作品本身。
由于欣赏者的生活阅历、思想情感、个性特征、艺术修养以及审美情趣的差异，就使得同一部音乐作
品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欣赏者那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如同“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样。
因此，音乐欣赏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是建立在对音乐作品的体验和接受的基础上的。
3.音乐欣赏是审美体验与综合效应的活动音乐欣赏是一项音乐审美活动。
它的基本意义是从音乐中获得审美体验，而音乐欣赏的综合效应，是指伴随审美体验所发生的其他效
应。
例如，通过欣赏一首昂扬的进行曲，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还会产生振奋精神的效应；通过欣赏高
雅而健康的轻音乐，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还可以产生消除疲惫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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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欣赏》：内容新颖，吸取新知识、新成果、使教材体现时代性。
深浅适宜。
以“够用为度、注重实践”为原则，分散难点、加强重点，力争做到深入浅出。
以任务、目标、问题为驱动，加强实践性、可操作性。
教材中设计了大量案例、例题和习题，并附有答案、提示，在讲解案例、例题的基础上讲解知识点。
提供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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