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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
考 试 大 纲

科目代码、名称: 663 艺术概论

适用专业: 130400 美术学（一级学科）、1351 艺术硕士（美术、艺术设计）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 及 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试卷由试题和答题纸组成；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由考点提供）相应的位置上。

（三）试卷内容结构（考试的内容比例及题型）

见考试内容概要

（四）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概念题）：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简答题（简述题）： 4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分析论述题（综合题）：2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60 分

二、考查目标（复习要求）

《艺术概论》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
方法分析、解决艺术创作中的实际问题。

三、考查范围或考试内容概要

一、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1、关于艺术本质的几种主要看法：

（1）客观精神说。（2）主观精神说。（3）“模仿说”或“再现说”。

2、马克思明确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给艺术学研究提供的启示。

（1）艺术生产理论揭示了艺术的起源、性质和特点。

（2）从艺术的性质和特点来看，艺术生产理论告诉我们，艺术作为审美主客体关系
的最高形式，艺术美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艺术是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另
一方面艺术又凝聚着作家艺术家主观的审美理想和情感愿望。

（3）艺术生产理论揭示了艺术系统的奥秘。

3、艺术具有形象性、主体性、审美性等基本特征。

二、艺术的起源

艺术起源的五种学说：（1）艺术起源于“模仿”。（2）艺术起源于“游戏”。（3）艺术起
源于“表现”。（4）艺术起源于“巫术”。（5）艺术起源于“劳动”。（6）关于人类实践与艺术起
源的多元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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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的功能与艺术教育

1、艺术的功能与作用

（1）审美认知作用。 （2）审美教育作用。（3）审美娱乐作用。

2、关于“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其根本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艺
术教育承担着开启人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使人的内心情感和谐发展的
重任。

四、文化系统中的艺术

1、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是 19 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
提出的：“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
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它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2、文化，作为一个大系统，包含着诸多子系统。从总体上讲，文化大系统主要包括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要素，而它们又包含着许多更低层次子系统。在精
神文化中，又包含着哲学、宗教、道德、科学、艺术等许多子系统。

3、艺术与哲学、宗教、道德、科学的相互关系。

五、艺术创作

1、艺术家

（1）艺术家是艺术生产的创造者。艺术家是专门从事艺术生产的创造者的总称。艺
术家应当具备艺术的天赋和艺术的才能，掌握专门的艺术技能和技巧，具有丰富的情感
和艺术的修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满足人们特殊的精神需要即审美需要。

（2）艺术家的特征。

第一，艺术家内部有多种多样的职业和分工。第二，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具有为艺术
而献身的精神。第三，艺术家具有敏锐的感受、丰富的情感和生动的想象能力。第四，
艺术家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和鲜明的创作个性，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第五，艺术家必
须具有专门的艺术技能，熟悉并掌握某一具体艺术种类的艺术语言和专业技巧。

2、艺术家与社会生活。

（1）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和艺术创造的产物。从创作
客体来讲，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和基础，艺术创作不能离开客观现实社会生活；从创
作主体来讲，艺术家总是属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和阶级，艺术创作归根结底受着一定社
会生活方式的制约，也与艺术家本人的生活实践与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2）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这种观察与感受又分为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两种情况。

2、艺术创作过程

（1）分为艺术体验活动、艺术构思活动和艺术传达活动三个阶段。

形象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灵感。

（2）无意识的概念与分类。

3、艺术风格 “艺术思潮”

（1）艺术风格的概念。

（2）艺术风格多样性的形成：第一，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第二，艺术风格的形成
更离不开艺术家独特的人生道路、生活环境、阅历修养和艺术追求。第三，艺术风格的
多样性，还来自审美需求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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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艺术流派的概念与类型。

六、艺术作品

1、艺术语言的概念。

2、艺术形象的分类。

3、艺术意蕴。

（1）艺术意蕴的概念。

（2）如何加深对艺术意蕴的理解。

4、典型的概念

5、意境的概念及其特点。

七、艺术鉴赏

1、艺术鉴赏，是指读者、观众、听众凭借艺术作品而展开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审
美再创造活动。鉴赏的本身便是一种审美的再创造。

2、艺术鉴赏的重要意义，艺术鉴赏作为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
面。

3、艺术鉴赏的审美心理。

（1）注意。（2）感知。（3）联想。（4）想象。（5）情感。（6）理解。

4、关于艺术鉴赏的审美过程。

（1）艺术鉴赏中的审美直觉。（2）艺术鉴赏中的审美体验。（3）艺术鉴赏中的审美
升华。

5、艺术批评的作用与特征。

参考教材或主要参考书：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版

2．王宏建：《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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