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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逐步深入的重要历史时期，由王旭晓、欧阳周教授分别担任正副总主编的《全
国高等学校人文素质与公共艺术课程系列教材》即将陆续出版。
这是我国高校美育事业发展的一件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事情。
首先，本教材的出版正值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七”大刚刚结束，因而成为贯彻“十七”大精
神的重要举措之一。
众所周知，党的“十七”大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又一次对包括美育在内的素质教育给予了高度
重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
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就又一次将美育作为党的教育方针与素质教育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坚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
学发展观则必然地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美育恰恰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
的途径。
这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对美育重要作用认识的深化，进一步将其提到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高
度。
事实证明，缺少人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而缺少美育的人的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美育已经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教育理论指导下关系到未来一代一代建设者的基本素质与精神
面貌的极为重要的事业。
本教材的出版也是进一步贯彻党和国家一系列有关加强美育决定的重要举措。
早在1999年6月，党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所通过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中就对美育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论述，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
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明确要求“要尽快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的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高等学校应要求学
生选修一定课时的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
2002年7月25日教育部部长令《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加强艺术类课程教学
，按照国家的规定和要求开齐开足艺术课程。
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开设艺术类必修课或者选修课”。
根据以上精神，教育部于2006年下发了《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对于公共艺术类课程的
性质、地位、作用、目标与具体课程设置以及保障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本教材就是在上述精神指导下对于课程指导方案的具体落实，较好地体现了课程方案的精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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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缤纷斑斓、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令人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然而，艺术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属性和功能，它是怎样发生和演进的，它为什么具有摄魂夺
魄的魅力，各门艺术又各自有哪些不同的审美特征，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去鉴赏和评析艺术，如何进
一步加强艺术教育⋯⋯本书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设置指导方案》提出的公共艺术课程
指导思想、性质特点、基本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标等，作了翔实、具体的阐释和解说，同时深入浅出
地论述了有关艺术和艺术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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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缤纷斑斓、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令人心醉神迷、流连忘返。
然而，艺术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属性和功能，它是怎样发生和演进的，它为什么具有摄魂夺
魄的魅力，各门艺术又各自有哪些不同的审美特征，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去鉴赏和评析艺术，如何进
一步加强艺术教育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够弄明白的。
探究这些问题，同样地令人兴趣盎然。
实践证明，在高校开设艺术理论和鉴赏课程，有计划地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使他们进
一步了解艺术的奥妙，这对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养
成高雅的审美品位，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人格
，升华道德情操，促进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艺术学是近百年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独立人文学科，它是人类艺术实
践经验的总结，是艺术内在规律的概括，有着自己独特的学科性质、地位、研究对象、范围、任务和
方法，这是本书首先要说明的问题。
艺术、艺术美学与艺术学为了正确理解艺术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有必要先弄明白与之相关的基本概
念。
艺术学是以整个人类的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艺术是艺术学的本源。
没有艺术，当然也就无艺术学可言。
艺术，这一概念在艺术发展史上曾包含有多种涵义。
在古汉语里，“艺”一般指“技术、“技巧”或“才能”；“术”一般指“技术”、“学术”、“手
段”或“策略”。
古希腊文以“Texvn”一词表示艺术，其含义为“技术”、“制作”和“手工”。
拉丁文称“艺术”为“Ars”，大致与“技术、“技艺”、“技能”意思相近。
由此可知，在古代、中外均认为“艺术”与“技术”、“技艺”、“才艺”有关。
现今，我们对“艺术”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艺术，指凡含有技术、技巧、技艺和富
有创造性的思谋、策划、设计、方式、方法及其制作，皆谓之艺术，这和古代中外对“艺术”。
概念的理解大体相同；而狭义的艺术，则指凡运用特定的物质手段，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典型的艺术
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思想情感，并能引发人们共感共鸣、满足人们多方面审美需要的精
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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