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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资料显示，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已有1000余所。
从其办学特色、办学规模、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毕业生就业等多方面情况来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呈
现着一种蓬勃向上、迅速扩张的态势。
这其中，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由于专业的适应性强、市场需求大、就业形势好，被普遍认为是高等职业
技术教育中的热门专业而受到“追捧”。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已清醒地意识到：越是“市场”看好，越要冷静思考。
如果一味追求数量的扩充而忽视质量的提升，无疑会“自毁前程”。
坚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强化办学特色，不断提升办学质量，是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定位，决定了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定位，这就是职业针对性
。
即针对行业、职业及岗位对人才知识、能力结构的需求来开展教学，来设置课程，来编写教材。
反过来说，只有当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乃至整个教学建设都能够真正体现职业岗位对知识、能力结构
的要求，能反映最新和最前沿的应用技术成果的发展趋势，所培养的人才才可能真正带有鲜明的职业
针对性，也才可能是“应用型”而非“学术型”的。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强调以能力培养为中心，这就需要我们在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中突出反映能力培养
的特点，而非满足于知识、概念的传授，必须兼顾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并重，既应体现理论“够用为
度”，更应突出足够的实训（实务）内容，从而形成“模块化、组合式、实践型”的课程体系和教材
特色。
高职艺术设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服务于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
这类人才应当以动手能力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为主要特征，他们既具有大学程度的专业知识，又
具有熟练的专业技能；既能进行创意设计，又能将创意设计、工程图纸转化为产品或应用于特殊的实
体，并能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但是应当指出，我们所说的应用型人才并不只是“工匠型”的人才，艺术设计毕竟是一种智力劳动，
应用型设计人才还是以掌握理论技术为主，应用智力技能来完成设计任务的。
因而在强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创造能力的培养，
这一切也应当在我们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中，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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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外各个历史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以及各工艺美术品种的特点、艺术价值、风
格特征和发展规律。
全书构架新颖，图文结合；以史为主，史论结合，适合艺术设计类专业史论教学的需要和实际。
    本书既可作为艺术设计类专业史论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艺术设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及广大业余爱好者
的学习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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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和平，男，1965年10月生于湖南省湘乡市，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设计艺术学省级
重点学科带头人、省级精品课程主持人。
首批入选湖南省社会科学“百人工程专家”，湖南省“121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全国优秀教师和湖
南省一等功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被确立为湖南省艺术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湖南省首
届教学名师。
现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项目十多项，出版学术专著9部，主编包括全国“十一五”规划在内的教材5部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成果十余次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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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马厂型彩陶最早发现于青海乐都县马厂沿，距今约4000年，由半山型发展而来。
分布地区更向西发展，直达河西走廊西端。
马厂型彩陶是彩陶文化的最后一个时期，虽在半山型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总体处于衰落时期。
马厂型彩陶造型上，罐的器体加高，宽度移向肩部。
主要品种有提梁罐、双连罐、带流罐，鸭形壶、豆、勺、杯等多种，以小口双耳罐最为典型。
还有单把直筒杯，下腹前方有一个泥突，把和器口相接处也有一个泥突，造型十分优美别致（图卜17
）。
马厂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折线纹、回纹、人形纹（或称蛙纹）、网格纹、四大圈纹（图-18）、八
大圈纹等，以人形纹最有特点（图卜19）。
人形纹（蛙纹）被认为是作播种状的“人格化的神灵”，从早期的有头、有身、有双手和双足，手和
足还有五指，双手伸举，屈腿直立到中期的头部消失，只留躯干，肢节增多再到晚期仅留爪指或变成
三角折线纹，说明了原始社会图案由具象化到抽象化形成的过程。
直线的运用也成为马厂型彩陶的重要特点。
总的来说，马厂型彩陶造型没有半山型彩陶讲究，装饰也不及其精致，但却显得粗犷、庄重、豪放、
大气，注意大效果。
它具有刚健、粗犷、简练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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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外工艺美术史是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史论课程，但在各个院校的史论课程开设中，这一
块是相当混乱无序的：有的没有开设工艺美术史，有的只开设中国工艺美术史而对外国工艺美术史部
分只字不提或在讲述时“蜻蜓点水”式地一掠而过。
其实，对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来说，艺术设计是既要“古为今用”，也要“洋为中用”的。
尤其在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不了解古今中外工艺文化和设计文化的人，
一个不懂得用人类丰富的造物文化遗产来武装头脑的人，永远成不了好的设计师，更不可能成为设计
家乃至设计大师！
笔者在长期的艺术设计史论教学中，深感把外国工艺美术史融入学生工艺美术史学习中的重要性，并
为此作了一些有益的成功的尝试。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艺术设计专业尤其是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类专业史论课程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及中
国未来设计师整体素质的提升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起一些摇旗呐喊的作用。
本书由陈鸿俊提出整体思路和编写提纲，由陈鸿俊和刘芳共同编写完成，其中中国部分由陈鸿俊编写
，外国部分由刘芳编写。
本书配有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经典作品黑白图片418张，彩图120张，旨在给读者描绘一个中外工艺美术
发展清晰的、图文并茂式的图景，以增加本书的可读性和实用参考价值。
本书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这些珍贵的文化思想资源的存在，本书的完成是不
可想象的，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在本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时间较紧，舛误挂漏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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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工艺美术史》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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