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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州  大  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课程（考试）大纲 

一、 考试科目名称: 艺术学基础知识 

二、 招生学院（盖学院公章）：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基本内容: 

艺术管理： 

主要从现代表演艺术活动的界定出发，引出公民社会的概念，作为学习艺术和文化精神属性的基

础，同时在公民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层面上，重新梳理文化产业的概念，以此增强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并通过介绍、分析西方发达国家艺术管理不同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我国艺术表演业体制的演

变过程，以及演艺业如何进行产业化的运作等，使学生在较为宽广的国际观察视野的平台上，在深入

社会实践的调研中，提高宏观与微观思考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 

  1.公民社会与文化产业：演艺业的双重界定。 

  理解艺术表演活动的公民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了解非营利性艺术团体和营利性艺术团体

的分类及其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2.西方国家艺术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了解西方发达国家艺术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掌握英国实行“一臂之距”管理、美国实行“法制化”

管理方式、法国实行“政府包办”政策的原由。 

  3.我国艺术表演业管理体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 

  了解我国艺术表演业管理体制形成与改革的过程，试比较 80 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中国演艺业和文化

体制改革的异同。 

  4.演艺团体的领导者。 

  理解一个艺术团体中领导者的重要性，掌握艺术团体的领导者应具备的素质。 

  5.演出管理中的“待人之道”。 

  了解动力原理，并懂得“以人为本”在艺术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 

  6.演艺团体和剧场的产业化运作。 

  理解产业化运作指的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高级运作方式，产业化运作是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之

上的，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公开、公正、公平，必须遵循市场的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

竞争机制进行运作；艺术生产过程的产业化运作，是当代科技、现代管理融入艺术生产过程所带来的

相应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变化的必然结果。懂得采用什么样的措施鼓励演艺团体、演艺机构的产业

化运作，懂得产业化运作需要建立在资本运作的层面上，并能举例说明实现艺术资源重新整合、建立

科学的艺术生产产业链的必要性。 

艺术学基础知识： 

1. 中西方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简况，各个历史时期的概况及特点。 

2. 各种音乐体裁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名家名曲； 

3. 戏剧的定义、功能、特性、审美特征、体裁等； 

4. 戏剧的基本含义、特征及历史发展概况； 

5. 戏曲文学、音乐、表演、舞美及声腔剧种，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 

6. 电影的性质、类型、体裁、分类、功能，中外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简况及名家名作； 

7. 广播电视的艺术要素、技巧，广播文艺的基本类型及节目、栏目、作品； 

8. 舞蹈的起源说，舞蹈的种类； 

9. 美术的社会功能，门类的划分，作品构成的要素，中外美术的历史发展简况，主要风格流派； 

10.艺术设计的属性与特征、领域、分类，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历史简况，外国现代艺术设计。 

11.中国民间音乐的分类、特征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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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须与专业目录一致)(包括作者、书目、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 

《艺术管理》，胡晓明、肖春华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艺术学基础知识》，王次炤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 

说明：1、考试基本内容：一般包括基础理论、实际知识、综合分析和论证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有些课程

还应有基本运算和实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字数一般在 300 字左右。 

2、难易程度：根据大学本科的教学大纲和本学科、专业的基本要求，一般应使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优秀学

生在规定的三个小时内答完全部考题，略有一些时间进行检查和思考。排序从易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