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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艺术概论科目

题型及考情分析

一、专升本艺术概论科目题型分析

高达起点文理科题型都相同，包括如下表所示：

题型 题数 每题分值 总共分值

一、选择题 共 20 小题 2 分 40 分

二、简答题 共 3 小题 10 分 30 分

三、作品鉴赏 共 2 小题 15 分 30 分

四、论述题 共 2 小题 25 分 50 分

二、专升本艺术概论选择题科目考情分析

艺术概论科目总分为 150，其中单选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简答题共 3 小题，每小

题 10 分，共 30 分。作品鉴赏题共 2 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论述题共 2 小题，每题 25 分，共 50

分。

历年来专升本的录取分数线都是在 130 左右，所以我们参考的学生只要三科达到 130 分以上，考

过是没有问题的。艺术概论是一个专业性稍强，艺术赏析能力较强，大部分学生会认为要知识比较渊

博，见识比较广。考试随便蒙一下，甚至不写，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艺术概论完全可以拿高分的，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零基础拿艺术概论科目的高分。我们知道，艺术概论选择题总分是 40 分，如果我们

随便选，按照概论计算我们能拿 10 分左右。当然这种方法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如何在选择题上拿高分

呢？跟着老师来学。

首先，我们看下第一个考点：绪论，按照往年出题方向，历年还没有考过这个章节的内容，如果

考也最多考一题，也就是 2 分。大家大概了解下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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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绪论

1.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

概念：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艺术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等。

艺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艺术包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应

当包括实用艺术（建筑、园林、实用工艺等）、造型艺术（绘画、雕塑、摄影等）、表情艺术（音乐、

舞蹈等）、综合艺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以及文学艺术（诗歌、散文、小说等）。狭义

的艺术专指语言艺术以外的其它艺术种类。艺术概论课程使用的是广义的艺术概念。

2. 艺术概论的学科性质

艺术概论是一门研究艺术活动基本规律的学科，是阐述艺术的基本性质、艺术活动系统以及艺术

种类特点的科学体系。

直到 19 世纪末，德国的康拉德・费德勒极力主张将美学与艺术学区别开来，认为它们是两门相互

交叉而又独立的学科。各自独立的学科，标志着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3. 艺术概论的学科任务

（1）系统地阐释艺术活动的基本状况，确立科学的、进步的艺术观。

（2）了解艺术活动系统各个环节之间的密切联系，探讨艺术活动的规律与特点。

（3）指导人们遵循审美规律和艺术规律进行能动的创作、接受和批评。

4. 艺术概论的研究方法

（1）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2）借用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研究艺术活动的实践与发展。

（3）运用艺术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研究艺术领域的各种问题

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2

分就拿到了。

1.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是( )

A.人类社会的一切艺术现象及普遍规律

B.美的存在、美的本质、美的创造等领域

C.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创造

D.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说

2.被称为“艺术学之父”的德国理论家是( )

A.康德

B.黑格尔

C.席勒

D.康拉德・费德勒

3.“文概、诗概、赋概、书概、词曲概、经义概”六卷，编排有序，自成系统，它主要是指刘熙载的( )。

A.艺概

B.艺术概括论

C.艺术概括学

D.艺术符号学

参考答案:1.A 2.C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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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艺术活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活动，艺术活动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的分值选择题每

年最少 2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选择题 2 分 0 分 2 分 4 分 2 分

1.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学说

(1) 模仿说。模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模仿。这是一种有关艺术起源的最古

老的理论，它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比较流行，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均持这种观点。模仿

说在西方的影响极其深远。

(2) 游戏说。游戏说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一方面由于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可以将这种过剩的精力投入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于是体现为一种自由的

游戏。德国的席勒、英国学者斯宾塞、德国学者谷鲁斯均持这种观点。

(3) 表现说。表现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情感表现和交流的需要。持这一观点的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

齐、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美国学者苏珊.朗格等。表现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4) 巫术说。巫术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这是在近现代西方学术界最具影响的

一种理论。其主要依据来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和詹姆斯.弗雷泽关于原始文化的学说。

泰勒最早奠定了巫术说的理论基础，而弗雷泽在其著名的《金枝》一书中，则对原始巫术活动作

了极为详尽而细致的研究。

(5) 劳动说。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

生产实践活动。这是对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最具影响的理论阐释之一。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对此进行过阐释。

(6) 多元化。艺术发生的多元说认为：艺术的发生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

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原始人类模仿自然的本能(模仿说)也渗透其中，尤其是对于原始人

来讲更为重要的原始巫术(巫术说)与原始生产劳动(劳动说)，更是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并非是单因的，归根结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

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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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 下面的题都能做对， 那么

2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的美国美学家是（ ）

A.苏珊.朗格

B.杜威

C.克莱夫.贝尔

D.克罗齐

【答案】1.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活动表现说的代表人物。

【应试指导】美国当代美学家苏珊。朗格从符号学美学出发,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艺术品就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朗格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艺术活动的实质就在

于创造表现人类情感、生命的符号形式

【历年真题】例 2.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仪式活动的英国学者是（ ）

A.席勒

B.普列汉诺夫

C.克罗齐

D.弗雷泽

【答案】2.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巫术说的相关知识。

【应试指导】巫术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其代表人物有英国学者泰勒和弗雷泽。

其中，弗雷泽在其著名的《金枝》一书中，对原始巫术活动作了极为详尽而细致的研究。

【历年真题】例 3.在艺术起源问题上主张“劳动说”的学者是（ ）

A.普列汉诺夫

B.克罗齐

C.弗雷泽

D.亚里士多德

【答案】3.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主张劳动说的代表人物。

【应试指导】劳动说是对艺术产生根本原因最具影响的理论阐述之一，俄国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此进行

过阐述。B 项的克罗齐主张表现说，C 项的弗雷泽主张巫术说，D 项的亚里士多德主张模

仿说。

【历年真题】例 4.古希腊主张艺术起源于模仿的哲学家是（ ）

A.卢梭

B.亚里士多德

C.柏拉图

D.柯林伍德

【解 析】B 解析：模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模仿，是有关艺术起源的最古

老的理论，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均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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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艺术种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种类，艺术种类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的分值选择题每

年最少 36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选择题 32 分 36 分 38 分 36 分 34 分

1.艺术分类的五种主要方法

(1) 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时间艺术(音乐、

文学等)、空间艺术(绘画、雕塑等)和时空艺术(戏剧、影视等)。

(2) 以对艺术作品的感知方式为依据。以对艺术作品的感知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听觉艺术(音

乐等)、视觉艺术(绘画、雕塑等)和视听艺术(戏剧、影视等)。

(3) 以艺术作品对客体世界的反映方式为依据。以艺术作品对客体世界的反映方式为依据。以艺术作

品对客体世界的反映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再现艺术(绘画、雕塑、小说等)、表现艺术(音

乐、舞蹈、建筑等)和再现表现艺术(戏剧、影视等)。

(4) 以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为依据。以艺术作品的物化形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动态艺术(音乐、

舞蹈、戏剧、影视等)和静态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等)。

(5) 以艺术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与审美意识物态化的内容特征为依据。以艺术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与

审美意识物态化的内容特征为依据，可以将艺术分为造型艺术、实用艺术、实用艺术、表情艺术、

语言艺术(文学)和综合艺术。

2. 造型艺术（绘画、雕塑、摄影、书法）

1）.绘画艺术

概念：绘画艺术是一门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运用线条、色彩和块面等元素，通过构图、造型和设色

等手段，在二维空间(平面)里创造出静态的视觉形象或情境的艺术。绘画艺术在造型艺术中处于基础

地位。

分类：绘画艺术的种类，根据使用材料的不同，可分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水粉画等;根据

表现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历史画等;根据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分为

壁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漫画等。

基本特征：

(1) 应物像形的平面性、静态性。

(2) 空间关系的幻觉性、多重性。

(3) 形象刻画的具体性、丰富性。

2）.雕塑艺术

概念：雕塑艺术是一门直接利用物质材料，运用雕刻或塑造的方法，在三维空间(立体)中创造出实体

形象的艺术。

分类：

(1) 从制作工艺来看，雕塑可以分为雕和塑两大类。雕，有石雕、木雕、玉雕等;塑，有泥塑、陶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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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体裁来区分，雕塑可以分为纪念性雕塑、建筑装饰性雕塑、城市园林雕塑、宗教雕塑、陵墓雕

塑、陈列性雕塑。

(3) 从样式来区分，雕塑可以分为头像、胸像、半身像、全身像、群像等。

(4) 从表现手法和形式来区分，雕塑可以分为圆雕、浮雕、透雕。

基本特征：

(1) 物质性、技艺性、立体性的统一

(2) 单纯性造型与象征性观念的融合。

3）.摄影艺术

概念：摄影艺术是指采用摄影技术和手法获取静态图像来反映客体世界、进而表现主体审美情感的艺

术。构图、光线和色调是其主要的造型手段。

分类：摄影艺术按体裁可以分为肖像摄影、建筑摄影、风光摄影、舞台摄影等;按感光材料和画面颜色，

可以分为黑白摄影和彩色摄影;按摄影器材和技术，又可以分为航空摄影、水下摄影、全息摄影、红外

线摄影等。

基本特征：

(1) 特定的时空。

(2) 营造的真实。

(3) 光影的结合。

4）.书法艺术

概念：书法艺术是以线条组合变化来表现文字之美的艺术形式，它主要通过用笔用墨、结构章法、线

条组合等方式进行造型和表现主体的审美情操。

分类：中国书法主要包括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

基本特征：

(1) 线条与组合。

(2) 具象与抽象。

(3) 情感与象征。

3. 实用艺术（建筑、园林、工艺与设计艺术）

实用艺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它是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工艺与设计艺术

等表现性空间艺术的总称。实用艺术是所用艺术种类中最普及、最常见的一大类别，它与人们的衣、

食、住、用等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

1）.建筑艺术

概念：建筑艺术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以形体、线条、色彩、质感、装饰、空间组合等为艺术语

言，建构成实体形象的造型与空间艺术。

分类：建筑可分为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园林建筑、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等。

基本特征：

(1) 造型的形式美追求。

(2) 环境的人格化体现。

(3) 多重的象征性意味。

2）.园林艺术

概念：园林艺术是指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和艺术手段，将山水、花木、建筑等要素组合成为统一的景观。

园林艺术体现了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有机融合。园林艺术在广义上是建筑艺术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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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园林艺术的类型，从世界范围看主要有三种，即欧洲园林、阿拉伯园林和东方园林。东方园林

以中国园林为代表。

基本特征：

(1) 浓缩的自然。

(2) 综合的形式。

(3) 意境的追求。

3）.工艺与设计艺术

概念：工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样式，它既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与制

作或生产密切相关。

分类：设计艺术是工业革命后在国际上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应用学科，是围绕着某种制作或生产目的进

行的富有审美情趣的创作，主要包括产品设计、环境设计、视觉设计等。

基本特征：

(1) 实用与审美的结合。

(2) 物质与精神的结合。

(3) 技能与创造。

4.表情艺术（音乐、舞蹈、）

表情艺术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音响、人体)来直接表现人的情感,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这一类艺术

的总称。表情艺术主要是指音乐、舞蹈这两门表现性和表演性艺术。表情艺术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

艺术门类。

1）.音乐艺术

概念：音乐艺术是以人声或乐器声音为材料，通过有组织的乐音在一定时间长度内营造审美情境的表

现性艺术。音乐艺术以旋律、节奏、和声、配器、复调等为基本手段，以抒发人的审美情感为目标，

具有较强的情感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

分类：音乐可分为声乐和器乐。声乐按演唱者可分为男声、女声和童声，按音域可分为高音、中音和

低音，还可以根据演唱的方式分为独唱、齐唱、重唱、合唱、对唱、伴唱等多种形式。根据乐器的不

同种类和演奏方法，可以分为弦乐、管乐、弹拨乐、打击乐四大类。

基本特征：

(1)情感的涌流。

(2)想象的自由。

(3)象征的意味。

2）.舞蹈艺术

概念：舞蹈艺术是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运用造型、表情、节奏空间运动等要素，创造形象和

表现情感的艺术样式。

分类：舞蹈的品种有民族舞、民间舞、古典舞、芭营舞、现代舞等;按出场人物的数量可分为独舞、双

人舞、三人舞、群舞等。

基本特征：(1)动作与造型的统一。(2)抒情与虚拟的统一。(3)节奏与音乐的统。

5. 语言艺术/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

语言艺术即文学，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等体裁。文学是以语言作为表达

方式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文学语言是指加工提炼了的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语言。创作主体通过对语

言的审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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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歌

诗歌是文学的基本体裁之一，如同其他作品一样,也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

思想感情的艺术。比较而言,诗歌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出现得最早。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它记录了上自西周初期(公元前 11 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 6 世纪)的诗歌作品，最后于春秋时代

汇编而成。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诗人屈原，创作了古代最早一篇抒情诗《离骚》。西方最早的文

学作品，诞生于公元前 8 世纪左右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奥德赛》。

分类：

（1）按照作品的性质和塑造形象的方式不同，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

（2）按照诗歌的历史发展和语言有无格律，又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

2）.散文

概念：是一种自由灵活不受拘束的文学样式，能够迅速地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选材范围广泛，表现手法多样，机构自由多样，以“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特长集中而凝练地体现主

题思想。

分类：散文的分类,根据主要的表达方式，可以分为记叙文、论说文和抒情文三种类型;根据形式与内

容的差异可以分为小品文、杂文、札记、随笔、游记、报告文学等。

特点：

（1）自由灵活

（2）形散而神不散

（3）不尚虚构

3）.小说

概念：小说,是一种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文学体裁。

特点：

（1）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这是小说的一个最明显、最基本的特点。

（2）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虽然根源于社会生活,而且要从生活中提取素材和原型,但是并不去写真人

真事,而是要进行虚构和典型化的创造,这是小说的另-特点。

（3）小说因为要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描写复杂的生活现象，在同一作品中经常使用多种表达方式和手

法这是小说的又一-特点。

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

4）.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

【戏剧文学】

概念：戏剧文学也称剧本,是供戏剧演出用的文本。它主要是利用人物的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反映生

活和表达思想感情。

特征：

（1）利用人物的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

（2）由于剧本是供戏剧演出用的，切都要符合戏剧的要求,因此要有戏剧性。

（3）选材有限制和表现要集中。

【影视文学】

概念：影视文学也称剧本,是供电影、电视拍摄故事片和电视剧用的脚本。与戏。

特征：

（1）影视剧本的语言描写具有较强的视觉性和画面感。

（2）影视剧本的语言要采用影视蒙太奇的表达方式，按蒙太奇的组接方式进行结构，以利于拍摄和胶

片的剪辑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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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物对话应少而精。

6.综合艺术（戏剧、电影与电视）

（一）.戏剧艺术

基本特征：

（1）综合与多样是戏剧的表征

（2）演员行动是戏剧的基础

（3）矛盾冲突是戏剧的核心

1）戏剧

概念：戏剧是指以舞台演出为存在形式，以演员的动作和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为观众当场表演故事

的艺术样式。

分类：戏剧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1）按照作品容量大小,可以分为多幕剧和独幕剧:按照作品题材不同，可以分为历史剧、现代剧、儿

童剧等;

（2）按其表现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话剧、歌剧、舞剧、诗剧和戏曲等;（3）按照作品的矛盾冲突的

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三大类型。

2）中国戏曲

分类：戏作为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总称,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地有三百多个剧种，包括全

国性的剧种如京剧，也包括地方戏如川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昆剧、京剧、越剧、

豫剧、评剧等。

在世界上，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被统称为三种古老的戏剧艺术。

特点：中国戏曲艺术,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戏剧的共同特征，又因其独特的表现手段

和独有的审美特征，有别于其他戏剧形式。

（二）.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

基本特征：

（1）运动的画面

（2）重组的时空

（3）科技与艺术的交融

1）电影艺术

概念：电影艺术是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而成的一门综合艺术,它以画面为基本元素,并与声音和色彩共同

构成电影基本语言和媒介,在银幕上创造直观感性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画面、声音和蒙太奇是电影的主

要艺术语言和表现方法。

分类：电影的主要样式有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等其中作为电影艺术最主要样式的故事片，

又可作各种具体的划分。

2）电视艺术

概念：电视属于大众传播媒介它既有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也有艺术的功能和娱乐的功能。电视艺术

与电影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既是综合艺术，又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同时又具有独特

的审美特征。

分类：电视艺术主要是指运用电视手段创作和传播的各种文艺作品,其中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文艺专

题节目、音乐电视、电视综艺节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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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36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著名诗制”会当凌绝顶，览众山小”的作者是（ ）

A.李白 B.杜甫

C.苏轼 D.黄庭坚

【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诗歌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题干中的诗是杜甫的《望岳》，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

【历年真题】例 2.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美学家是（ ）

A.普列汉诺夫 B.康德

C.黑格尔 D.叔本华

【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起源的相关内容。

【应试指导】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

生产实践活动。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此进行过阐释。

【历年真题】例 3.法国现实主义绘画代表作(拾穗》的作者是（ ）

A.德拉克洛瓦 B.米勒

C.库尔贝 D.安格尔

【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绘画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拾穗》又名《拾稳者》，是米勒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现实主义绘画的杰作。

【历年真题】例 4.下列选项中，属于世界著名指挥家的是（ ）

A.帕瓦罗蒂 B.多明戈

C.卡雷拉斯 D.卡拉扬

【答案】 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音乐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是当代著名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故答案选 D。

【历年真题】例 5.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皇家园林的是（ ）

A.颐和园 B.圆明园

C.拙政园 D.避暑山庄

【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园林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中国古典园林分为北方大型皇家园林和江南小型私家园林两大类型。前者如北京的園明

园、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等;后者如苏州的拙政园、网师园,扬州的何园,上海的豫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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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例 6.被誉为世界古代建筑奇迹之的吴哥窟坐落于（ ）

A.柬埔寨 B.印度

C.泰国 D.缅甸

【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建筑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吴哥窟又称吴哥寺，位于束埔寨，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字，被誉为世界古代建筑奇迹之一。

【历年真题】例 7.创作《兰亭集序》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生活的朝代是（ ）

A.东晋 B.隋朝

C.唐朝 D.北宋

【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书法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东晋书法家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品《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历年真题】例 8.法国印象主义绘画代表作《日出.印象》的作者是（ ）

A.凡.高 B.莫奈

C.库尔贝 D.安格尔

【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绘画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印象》是莫奈的作品。莫奈是印象派画风的创始人之一。该作品突出体现了莫奈追求

最真实的光效和色彩，恰如其分地表达自然界微妙变化的艺术风格。

【历年真题】例 9.下列民乐作品中，由中国现代著名作曲家刘天华创作的是（ ）

A.《昭君出塞》《十面埋伏》

B.《二泉映月》《江河水》

C.《病中吟》《听松》

D.《良宵》《光明行》

【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民乐作品相关知识。

【应试指导】《良宵》《光明行》是刘天华的代表作品。《良宵》(又名《除夜小唱》)、《光明行》

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

【历年真题】例 10.下列选项中属于苏州四大园林之--的是（ ）

A.寄畅园

B.豫园

C.颐和园

D.留园

【答案】 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园林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苏州四大园林包括留园、沧浪亭、狮子林和拙政园。寄畅园位于江苏无锡，豫园位于上

海，颐和园位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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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例 11.被誉为世界古代建筑奇迹之的泰姬陵坐落于（ ）

A.印度 B.埃及

C.泰国 D.巴基斯坦

【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建筑艺术赏析泰姬陵的相关知识。

【应试指导】泰姬陵坐落于印度，是印度穆斯林艺术最完美的瑰宝，是世界遗产中的经典杰作之一，

被誉为“完美建筑”，又有“印度明珠”的美誉。

【历年真题】例 12.“繁漪"这一人物形象出自话剧（ ）

A.《北京人》 B.《雷雨》

C.《日出》 D.《茶馆》

【答案】 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话剧作品《雷雨》。

【应试指导】繁漪是曹禺在话剧《雷雨》中塑造的一个悲剧女性形象。《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

他的代表作之一，受到中外文艺界高度的评价，始终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常青树。

【历年真题】例 13.下列选项中，属于表情艺术的是（ ）

A.文学、电影 B.绘画、书法

C.音乐、舞蹈 D.雕塑、戏剧

【答案】 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表情艺术相关内容。

【应试指导】音乐和舞蹈属于表情艺术。文学属于语言艺术，戏剧、电影属于综合艺术，绘画、书法、

雕塑属于造型艺术。

【历年真题】例 14.绘画的主要艺术语言是 （ ）

A.构图、色彩和声音 B.镜头、场景和蒙太奇

C.画面、声音和蒙太奇 D.构图、线条和色彩

【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绘画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绘画是一门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运用线条、色彩和块面等元素，通过构图、造型和设

色等手段,在二维空间(平面)里创造出静态的视觉形象或情境的艺术。故此题应选 D 项。

【历年真题】例 15.表现宋代汴京繁华景象的作画是（ ）

A.《清明上河图》 B.《洛神赋图》

C.《游春图》 D.《步辇图》

【答案】 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清明上河图》的相关知识。

【应试指导】《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风俗画家张择端的代表作，整个画卷展现了北宋都城汴梁汴

河沿岸清明时节的繁荣市井生活风貌。《洛神赋图》是东晋顾恺之读《洛神赋》后有感

而画。《游春图》是隋代的山水画。《步辇图》是以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为题材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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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例 16.“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句的作者是（ ）

A.柳宗元

B.文天祥

C.欧阳修

D.范仲淹

【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范仲淹的散文《岳阳楼记》。

【应试指导】此句话出自范仲淹的散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

【历年真题】例 17.戏剧《茶花女)的作者是（ ）

A.高乃依 B.莫里哀

C.大仲马 D.小仲马

【答案】 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剧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根据他本人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悲剧剧作。

【历年真题】例 18.中国亲剧界“四大须生"是指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和（ ）

A.梅兰芳 B.马连良

C.程砚秋 D.周信芳

【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曲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中国京剧界“四大须生”分别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他们在唱、念、做、

舞诸方面都有自己的创造，各有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开辟了老生行当精进求

新的广阔道路。

【历年真题】例 19.“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出自戏曲作品（ ）

A.《长生殿》

B.《桃花扇》

C.《西厢记》

D.《牡丹亭》

【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曲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王实甫的《西厢记)叙述了相国小姐崔莺莺和书生张君瑞的爱情故事。

【历年真题】例 20.下列选项中，属于时间艺术的是 （ ）

A.电影 B.绘画

C.戏剧 D.音乐

【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分类的五种主要方法。

【应试指导】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可以将艺术作品分为时间艺术(音乐、文学等)、空间艺

术(绘画、雕塑等)和时空艺术(戏剧、影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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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例 21.隋代青绿山水画作《游春图》的创作者是 （）

A.范宽 B.张旭

C.李思训 D.展子虔

【答案】D

【应试指导】《游春图》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者是隋代的展子虔。

【历年真题】例 22.由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描绘我国的著名画作是（）

A.《溪山行旅图》

B.《富春山居图》

C.《匡庐图》

D.《清明上河图》

【答案】B

【应试指导】《溪山行旅图》的创作者是北宋画家范宽；《富春山居图》的创作者是元代画家黄公望：

《匡庐图)的创作者为五代时期的荆浩；《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者为北宋画家张择端。

【历年真题】23.电影艺术的主要表现方法是 （）

A.蒙太奇、画面、声音

B.构图、光线

C.线条、色彩

D.造型、构图

【答案】A

【应试指导】电影艺术是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而成的一门综合艺术，画面、声音、蒙太奇是电影的主要

艺术语言和表现方法。

【历年真题】24.元杂剧大家关汉卿的重要代表作是 （）

A.《西厢记》

B.《桃花扇》

C.《窦娥冤》

D.《牡丹亭》

【答案】C

【应试指导】《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作品；《桃花扇》是清代孔尚任的作品；《窦娥冤》是元代

关汉卿的作品；《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的作品。

【历年真题】25.建筑艺术的“三原则”是（）

A.实用、坚固、雄伟

B.实用、坚固、美观

C.实用、高大、美观

D.精致、坚固、美观

【答案】B

【应试指导】解析：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了关于建筑的三条基本原则：实用、坚

固、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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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26.描绘演奏家高超技巧的名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出自（作者）___(篇

名)。（）

A.李白，《将进酒》

B.李商隐，《无题》

C.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D.白居易，《琵琶行》

【答案】D

【应试指导】解析：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多处名句描写了琵琶女高超的琵琶弹奏技艺，题干中的

诗句便是其中之一。

【历年真题】27.描绘人与人美好知交友情的古代名曲(作者)的（）

A.《高山流水》

B.《二泉映月》

C.《渔舟唱晚》

D.《百鸟朝凤》

【答案】A

【应试指导】《高山流水)是我国古代的古琴名曲，描绘了知己间的美好友情.

【历年真题】28.我国现代舞剧《丝路花雨》中的飞天形象吸取了（）

A.云冈石窟

B.龙门石窟

C.敦煌石窟

D.大足石刻

【答案】C

【应试指导】舞剧《丝路花雨》以中国大唐盛世为历史背景.以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再现了敦煌壁画

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造型。

【历年真题】29.话剧《日出》在艺术风格上属于（）

A.现实主义 B.浪漫主义

C.立体主义 D.表现主义

【答案】A

【应试指导】话剧《日出》是曹禺继《雷雨》之后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历年真题】30.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著名雕塑是（）

A.人马俑 B.马踏匈奴

C.昭陵六骏 D.马踏飞燕

【答案】B

【应试指导】霍去病墓前的雕塑为“马踏匈奴”，表现的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战马将一个匈奴士兵

踏倒在地，艺术家用一人一马，高度地概括了霍去病戎马征战的丰功伟绩

【历年真题】31.在艺术创作中，属于二度创作的艺术主体是（）

A.导演 B.编剧

C.画家 D.作曲家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生态学、大学语文、民法

152

【答案】A

【应试指导】戏剧、戏曲、电影、电视剧等综合艺术，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审美特征——二度创作，二

度创作的主体主要是导演和演员。

【历年真题】32.改编自《万家诉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导演是（）

A.陈凯歌

B.吴天明

C.张艺谋

D.冯小刚

【答案】C

【应试指导】《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执导的农村题材剧情片。

【历年真题】33.苏轼创作于黄州时期的著名书法作品是（）

A.《兰亭集序》

B.《蜀素帖》

C.《中秋帖》

D.《寒食帖》

【答案】D

【应试指导】《兰亭集序》是东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蜀素帖》是北宋米芾的书法作品；《中秋帖》

是东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寒食帖》是北宋苏轼的书法作品。

【历年真题】34.影片《淘金记》和《大独裁者》的导演是（）

A.格里菲斯

B.卡梅隆

C.卓别林

D.斯皮尔伯格

【答案】C

【应试指导】无声电影《淘金记》和有声电影《大独栽者》均是由卓别林编剧、导演和主演的作品。

【历年真题】35.芭蕾舞剧诞生的标志是 1581 年在法国上演的 （）

A.《胡桃夹子》

B.《天鹅湖》

C.《王后喜剧芭蕾》

D.《睡美人》

【答案】C

【应试指导】1581 年，意大利籍艺术家们在法国宫廷排演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芭蕾舞剧《王后喜剧

芭蕾>.随后芭蕾舞迅速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

【历年真题】36.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画作《创造亚当》的创作者是（）

A.达·芬奇

B.米开朗琪罗

C.拉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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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凡·高

【答案】B

【应试指导】《创造亚当》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为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创作的天

顶画《创世纪》中的一部分，画面富有创造地戏剧性地晨现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历年真题】例 37.图中的画作是 （ ）

A.《马拉之死》

B.《伊凡·雷帝杀子》

C.《希俄斯的屠杀》

D.《近卫军临刑的早晨》

【答案】A

【应试指导】《马拉之死》是法国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先驱雅克·路易·大卫的绘画作品,布面油彩,

1793 年创作。作品描写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领导人之一马拉遇害的情景。

【历年真题】例 38.下列选项中,属于时空艺术的是（ ）

A.戏剧、音乐

B.绘画、雕塑

C.戏剧、影视

D.文学、音乐

【答案】C

【应试指导】以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为依据,可将艺术分为时空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 戏剧、

影视等属于时空艺术;音乐、文学等属于时间艺术;绘画、雕塑等属于空间艺术。

【历年真题】例 39.主张艺术起源于游戏的美学家是（ ）

A.弗雷泽

B.席勒

C.克罗齐

D.柯林伍德

【答案】B

【应试指导】游戏说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一方面由于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另

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可以将这种过剩的精力投入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于是体现为一种

自由的游戏。德国的席勒、英国学者斯宾塞、德国学者谷鲁斯均持这样的观点。

【历年真题】例 40. 顾恺之《洛神赋图》取材于文学作品《洛神赋》,其原作者是（ ）

A.曹操 B.曹丕

C.曹植 D.曹冲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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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指导】《洛神赋图》为东晋画家顾恺之读三国曹魏时期著名文人曹植所写的《洛神赋》后有感

而画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名作和最为世人所传颂的名画之一。

【历年真题】例 41.描绘唐太宗召见松赞干布派遣的和亲使者的画作是（ ）

A.《清明上河图》

B.《女史箴图》

C.《游春图》

D.《步辇图》

【答案】D

【应试指导】《步辇图》是一幅反映我国古代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绢本历史画卷,作者是唐初画家

阎立本,其真实地记录了文成公主和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联姻的重要历史事件。

【历年真题】例 42.摄影艺术的主要造型手段是（ ）

A.构图、光线、色调

B.构图、光线、音效

C.构图、镜头、剪辑

D.镜头、剪辑、音效

【答案】A

【应试指导】摄影艺术是采用摄影技术和手法获取静态图像来反映客体世界,进而表现主体审美情感的

艺术。构图、光线和色调是其主要造型手段。

【历年真题】例 43.张生、崔莺莺两个人物形象出自中国古典戏曲

A.《西厢记》 B.《桃花扇》

C.《长生殿》 D.《牡丹亭》

【答案】A

【应试指导】《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是元代戏剧家王实甫,它是我国古典戏剧的

现实主义杰作,书中人物形象有崔莺莺、张生、红娘、

【历年真题】例 44.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悲剧代表作是（ ）

A.《西厢记》 B.《赵氏孤儿》

C.《汉宫秋》 D.《窦娥冤》

【答案】D

【应试指导】A 项是王实甫的作品,B 项是纪君祥的作品,C 项是马致远的作品。

【历年真题】例 45.芭雷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中吸取的民族舞蹈元素主要来自（ ）

A.傣族民间舞蹈 B.苗族民间舞蹈

C.彝族民间舞蹈 D.黎族民间舞蹈

【答案】D

【应试指导】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功塑造了以吴琼花为代表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创作者吸收黎

族民间舞蹈元素,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表现革命题材

的芭蕾舞剧。

【历年真题】例 46.话剧《茶馆》在艺术风格上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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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现实主义 B.浪漫主义

C.古典主义 D.表现主义

【答案】A

【应试指导】老舍的《茶馆》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话剧中首屈一指的杰作,其突出之处在于,通过“茶

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

【历年真题】例 47.组雕《地狱之门》中具有独立审美价值并获得巨大声誉的雕塑作品是（ ）

A.《掷铁饼者》 B.《拉奥孔》

C.《大卫》 D.《思想者》

【答案】D

【应试指导】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雕塑家罗丹在设计组雕《地狱之门》铜饰浮雕总

体构图时,花了很大的心血塑造了这一尊后来成为他个人艺术里程碑的圆雕《思想者》。

【历年真题】例 48.艺术作品的三个层次是（ ）

A.素材、题材和主题

B.情感、想象和理解

C.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

D.构思、创作和接受

【答案】C

【应试指导】艺术作品分为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三个层次。艺术语言是各门类艺术创作的

媒介和形式的总称;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人类生活的特殊方式;艺术意蕴是衡量艺术作品

境界高低的重要尺度。

【历年真题】例 49.武侠电影《卧虎藏龙》的导演是（ ）

A.吴宇森 B.李安

C.王家卫 D.徐克

【答案】B

【应试指导】A 项吴宇森武侠电影代表作是《豪侠》,C 项王家卫武侠电影代表作是《东邪西毒》,D 项

徐克武侠电影有《黄飞鸿》系列、《龙门飞甲》等。

【历年真题】 例 50.文学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它出自（ ）

A.《悲惨世界》

B.《双城记》

C.《阴谋与爱情》

D.《巴黎圣母院》

【答案】B

【应试指导】此句出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双城记》开篇语,这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

景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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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艺术创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创作，艺术创作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的分值选择题每

年最少 2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选择题 2 分 2 分 0分 0 分 0分

艺术创作的心理要素：艺术创作的心理要素主要包括审美感知 、审美想象 、审美情感 和审美理解 。

（1）审美感知 。

感知包括感觉和知觉。感觉是指客观事物经由人的感觉器官在人的大脑中的主观映象，是对事物

个别属性的反映。审美感觉是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感觉。知觉，则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对事物较

为综合的、整体性的把握，审美知觉的对象不是事物的客观物理属性，而是事物的审美属性。审美感

觉和知觉通常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

（2）审美想象 。

1）审美想象是在记忆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有目的的组织和改造，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或意境的过程。

审美想象是艺术家获得丰富审美经验以及从事创作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想象分为再造性想象

(知觉想象)和创造性想象，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主要依靠创造性想象。

2）审美想象的特征是：第一，审美想象离不开表象记忆;第二，审美想象是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

性的;第三，审美想象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

3）审美联想是指审美主体由当前所感知的事物引发而想起有关的另一事物的心理活动。想象和联想

有着密切的联系，联想往往能激发艺术家的想象。想象与联想可以相互交叉与融合。

（3）审美情感 。

1）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审美情感则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是否符合自己

的审美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心理反应。

2）审美情感在创作活动中是联系感知、表象、想象、联想、理解、判断等心理因素的中间环节，它

是推动艺术创作思维进展的内驱力。

3）与人的日常情感相比，创造主体的审美情感更加丰富、深沉和细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同时，

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

（4）审美理解 。

1）审美理解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审美过程中对其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对艺术活动及其规律的认识、领

悟或把握。

2）审美理解是和感知、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领悟式的理解。

3）审美理解是美感深化的表现和必要环节，能够推动想象和联想的展开，并促成艺术意蕴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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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 下面的题都能做对， 那么

2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以下选项中，不属于艺术创作心理要素的是

A.审美感知 B.表情艺术

C.造型艺术 D.实用艺术

【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创作的心理要素。

【应试指导】艺术创作的心理要素主要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和审美理解。

【历年真题】例 2.艺术创作的一般过程是（）

A.艺术表现、艺术构思、艺术活动

B.艺术体验、艺术构思、艺术表现

C.艺术活动、艺术构思、艺术传播

D.艺术构思、艺术表现、艺术接受

【答案】B

【应试指导】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阶段。

【历年真题】例 3.灵感的特性是（ ）

A.突发性、超常性和易逝性

B.突发性、超常性和多元性

C.突发性、整体性和多元性

D.突发性、整体性和逻辑性

【答案】A

【应试指导】灵感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某一时间内,突然出现精神高度亢奋、思维极为活跃的特

殊心理现象,呈现为远远超出平常水准的创作冲动和创作能力,艺术构思或传达通过顿悟

获得飞跃。灵感具有突发性、超常性和易逝性的特征

【历年真题】例 4.影片《罗生门》的导演是日本电影大师（ ）

A.沟口健二

B.山田洋次

C.小津安二郎

D.黑泽明

【答案】D

【应试指导】黑泽明有“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之称,为日本 20 世纪著名导演,代表作品有《罗生门》《七

武士》《蜘蛛巢城》等。

【历年真题】例 5.剧情描写王子齐格弗里德与公主奥杰塔爱情故事的芭蕾舞剧是（ ）

A.《卡门》 B.《天鹅湖》

C.《胡桃夹子》 D.《睡美人》

【答案】B

【应试指导】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由柴可夫斯基作曲。 舞剧讲述了王子齐格弗里德与公主

奥杰塔的爱情故事,该剧音乐或气势恢宏,或优美婉转,是交响乐与芭蕾舞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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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五：艺术接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接受，艺术接受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的分值选择题每

年最少 2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选择题 2 分 2 分 0 分 2分 2 分

1. 艺术传播的要素

构成艺术传播的五个要素是艺术传播主体、艺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艺术传播主体即艺术传播者，是指艺术传播活动中控制与发送艺术信息的人或机构。艺术传播内

容是指通过传播媒介传送的艺术信息。传播媒介是用来承载并传递艺术信息的载体和渠道。受传者是

指艺术传播活动中接受到艺术信息的受众。传播效果是指艺术信息在传播活动中产生的效应及其对受

传者的影响程度。

2.艺术传播的方式

艺术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历史上先后出现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有：现场表现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和大众传播方式。

（1）现场表演传播方式。现场表演传播方式，是指传播者与受传者面对面进行艺术信息传播的方式，

具有沟通直接、手段多样、反馈及时、互动性强等特点。如戏剧、音乐会等。

（2）展览性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是指在一定的场所陈列艺术作品，供观众直接接受艺术信息

的传播方式。如在美术馆、博物馆或广场等举办的画展、雕塑展等。

（3）大众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方式，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大规模艺术信息

传播活动的方式，主要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

3.艺术批评的类型

在艺术批评史上出现过多种批评形态，主要都是围绕“客体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

“读者(接受者)”等艺术活动要素进行的。

（1）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立足于“客体世界”来评价艺术，强调艺术作品必然自觉或不自觉

地打上这个社会历史生活的深刻反映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如 19 世纪法国丹纳在其《艺

术哲学》中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出发，进行艺术批评。

（2）心理学批评。心理学批评从创作主体——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入手来评价艺术。它既可以从艺术家

的创作动机、创作中的心理活动来理解艺术作品，也可以从艺术作品中折射出的心理因素出发来

反现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如 20 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

和艺术作品。

（3）文体批评。问题批评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其意蕴和魅力需要从文本去寻求。尤

其注重艺术作品的文本语言和物质媒介。如 20 世纪西方符号学强调对艺术作品本身或艺术符号

的研究。

（4）接受批评。接受批评模式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活动，认为观众、听众和读者的接受过程

才是艺术研究的中心所在。这种模式突出了接受者在鉴赏艺术作品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在德国的以尧斯和伊赛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作

品和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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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2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在传播方式上，网络传播属于（ ）

A.现场表演传播

B.展览性传播

C.大众传播

D.人际传播

【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传播的方式。

【应试指导】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 2 有:现场表演传播、展览性传播和大众传播。其中,

大众传播方式主要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

【历年真题】例 2.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有尧斯和（ ）

A.弗洛伊德

B.丹纳

C.罗兰·巴特

D.伊塞尔

【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

【应试指导】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有尧斯和伊塞尔，他们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和艺术史。

【历年真题】例 3.艺术传播的五个要素是（ ）

A.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目的、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B.传播主体、传播形式、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C.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D.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互动

【答案】C

【应试指导】

【解 析】艺术传播指的是艺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艺术信息在社会系统中的运行。构成艺术传播

的五个要素是艺术传播主体、艺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历年真题】例 4.法国学者丹纳提出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出发进行艺术批评,这种批评方法属于

（ ）

A.文本批评

B.心理批评

C.社会历史批评

D.接受批评

【答案】C

【应试指导】社会历史批评立足于“客体世界”来评价艺术,艺术作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它对社会历史

生活的深刻反映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19 世纪法国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从

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出发,进行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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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升本艺术概论简答题科目考情分析

我们知道，艺术概论简答题总分是 30 分，如果我们随便作答，按照概论计算我们能拿 7-9 分左

右。当然这种方法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如何在简答题上拿高分呢？跟着老师来学。

考点一：艺术活动

首先，我们看下第一个考点：艺术活动，按照往年出题方向，艺术活动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

的分值，简答题 10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简答题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客体世界

概念：客观世界即艺术活动所反映和表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及自然界，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是

艺术创作主体观照的主要对象。

在艺术活动中，从事艺术活动的主体是人，艺术活动的客体是客观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客观社会

和自然界是一切艺术活动的源泉。比如老舍如果没有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产生切身的体会，没有几十

年的老北京生活的积累，就写不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文学作品。

2. 艺术创作与制作

概念：艺术创作即艺术家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和材料，将其审

美意识物化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制作是艺术生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它更多地

体现出以物质性制作为主的特点。在当代艺术活动中，艺术制作的地位日趋重要，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一）艺术创作的特点

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1.首先，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依赖于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审美经验。

2.其次，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还依赖于艺术家善于运用富有创造性的特定艺术语言和方式。

3.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以特定的艺术语言和方式为媒介、手段来进行“从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情景或

意境的创造性活动”。

（二）艺术制作的特点

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的是艺术制作活动。艺术制作的基本特点是以物质性制作为主，以精神性创

造为辅。

在传统绘画、戏剧、音乐艺术创作活动中，艺术制作较少，而且处于辅助的地位，一般缺乏相对

独立性。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活动发展中，艺术制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且常常具有相对

独立性。

关系：艺术创作与艺术制作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一切艺术作品的完成，都不是对现实的照相

或简单模仿，而是要经历艰苦的创作或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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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作品

概念：艺术作品即艺术创作和艺术制作的成果，是由艺术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识物态化的表现形式。

这是艺术审美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环节。艺术作品是联结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纽带，是创作者与接受

者实现精神交流和审美对话的中介。艺术作品还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既是创作者美学观念和创作能

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时代的人审美活动状况的反映。

分类：艺术作品根据其物化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

建筑、园林、影视作品等。

艺术作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物态化表现，是艺术主体精神劳动的结晶。因此，好的艺术作品是人

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艺术作品是艺术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识物态化的表现形式，这是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区

别之一。

4.艺术传播与接受

（一）艺术传播

概念：艺术传播即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多种艺术信息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

方式：把艺术作作品、艺术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传播，二是间接传

播。

直接传播：就是不通过任何物质媒介，直接让欣赏者来接受作品。例如，画家通过画展，音乐家

通过音乐会，让自己的作品直接面对观众、听众，让他们直接接受作品。

优势：这种直接传播对于接受者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观众、听众可以直接看到、听到原作

（特别是艺术大师的原作），得到最好的审美享受。

局限性：在时间上，优秀绘画与音乐、戏剧作品或大师作品不可能同时在许多地方展览、演出，

更无法天天、常年展览或演出。在空间上，优秀作品或大师作品受到展出、演出场地的制约，无法在

一个场地接纳很多的观众、听众。

间接传播：主要是指利用现代化高新科学技术（如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等）来传播

艺术作品。

优点：

(1)传播面特别大。一件作品可以复制成无数件,让无数观众和听众来欣赏、接受,使非常多的人得到审

美享受。

(2)不受空间的制约。一个国家的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卫视被许多国家的观众、听众所接受。

(3)不受时间的制约。一件作品经过录像、录音后，可以保留很长时间，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拿出来

欣赏。总之,运用高新科技所做的间接传播，使艺术作品传播的规模、形式、速度、周期和增殖量

大大地加大加快，使各种优秀作品都能为各个地区的众多欣赏者所接受,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普及率。

局限性:

(1)观众、听众不能直接欣赏原作，原作中许多细微、精妙的东西难以被观众听众完全接受。

(2)受天气和技术操水平以及电视机、录像质量的影响,原作的面貌难以完全再现出来。

（二）艺术接受

概念：艺术接受即在传播的基础上，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鉴赏者为主体，积能动地进行的消费、

鉴赏和批评等活动。艺术接受与艺术传播紧密相连，艺术传播的目的是使艺术作品为更多的人接受，

同时艺术接受又以艺术传播为基础。

特点：

(1)它是在艺术传播的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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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传播，受众接受什么呢？传播的方式不同，接受方式与效果也不同。例如，直接听大师演奏

与听录音机、看电视的接受方式，其审美效果就大不相同。

(2)接受是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鉴赏者为主体的艺术活动。

艺术创作的对象是审美客体（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创作者（艺术

家）。艺术接受与此不同，其对象是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其主体是喜欢欣赏某种作品的鉴赏者。

(3)艺术接受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能动的接受，因为艺术接受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消

费、鉴赏与批评的过程。

所谓“消费”，是指对艺术品的品味与陶醉；所谓“鉴赏”是指对艺术作品美丑、优劣、真伪与

艺术水平高下等非等的评论、诠释以及对作品内在意义的创造性发掘等（包括赞美或批判、肯定与否

定等）。

接受的重要性在于:

(1)艺术接受是艺术家与欣赏者的精神交流与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艺术家的创作水平与欣赏者的接受

得到共同的提高。

(2)艺术接受是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的一种精 神反馈，它对实现艺术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联结,

使艺术活动融于整个社会活动的大系统中，并对它发挥积极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5.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学说

(1) 模仿说。模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模仿。这是一种有关艺术起源的最古

老的理论，它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比较流行，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均持这种观点。模仿

说在西方的影响极其深远。

(2) 游戏说。游戏说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一方面由于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可以将这种过剩的精力投入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于是体现为一种自由的

游戏。德国的席勒、英国学者斯宾塞、德国学者谷鲁斯均持这种观点。

(3) 表现说。表现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情感表现和交流的需要。持这一观点的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

齐、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美国学者苏珊.朗格等。表现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4) 巫术说。巫术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这是在近现代西方学术界最具影响的

一种理论。其主要依据来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和詹姆斯.弗雷泽关于原始文化的学说。

泰勒最早奠定了巫术说的理论基础，而弗雷泽在其著名的《金枝》一书中，则对原始巫术活动作

了极为详尽而细致的研究。

(5) 劳动说。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

生产实践活动。这是对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最具影响的理论阐释之一。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对此进行过阐释。

(6) 多元化。艺术发生的多元说认为：艺术的发生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

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原始人类模仿自然的本能(模仿说)也渗透其中，尤其是对于原始人

来讲更为重要的原始巫术(巫术说)与原始生产劳动(劳动说)，更是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并非是单因的，归根结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

必然产物。

6. 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同样，艺术的发

展也要受到经济的制约和影响。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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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对于艺术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经济的兴衰与艺术的兴衰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

是机械地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艺术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7. 艺术发展的继承与创新

(1) 继承和创新是促进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艺术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反映着

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连续性。每一时代的艺术对于后一时代的艺术都是一种既定的存

在和条件，后一时代的艺术必然要在前一时代艺术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2) 艺术的历史继承性，首先表现为对本民族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受，以及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优秀文

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尤其表现在对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继

承上。

(3) 艺术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为了创新，就要坚持批判的原则，对

过去的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又要坚持在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艺术

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创造，不断适应新时代人们对于审美文化和艺术的需求。

8. 艺术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艺术既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性，又具有自身的审美特性，因而

它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艺术与意识形态各部门以及政治、科学等均有着密

切的联系。

1、艺术与哲学。哲学主要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中带有普遍性的根本规律，哲学主

要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对艺术产生影响。艺术也可以通过审美创造对哲学家的思维及其思想产生启迪，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哲学。

2、艺术与宗教。艺术与宗教早期曾融合在一起，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二者在

认识与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相似之处。宗教长期利用艺术来宣传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宗教。但由于

宗教和艺术在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二者的本质区别。

3、艺术与道德。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艺术的联系相

当紧密。一方面，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总要通过艺术的内容和精神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艺术以审

美的方式对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并加以表现，从而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

4、艺术与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

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广泛的。艺术活动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二者

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关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和引导艺术的方向，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保

障艺术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显现的审美情感和精神倾向对人们的政治思

想产生一定的作用，从而影响政治的方向和发展。

5、艺术与科学。科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与艺术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在其发展过程

中也有本质的区别。现代科学技术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传播手段，并促使新的艺术形

式的产生和美学观念的变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艺术也一直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影响。

9. 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

1、艺术活动的形象性。形象即审美形象，在广义上包括审美的情境和意境。形象把握是艺术活动特有

的方式，是主体对于客体领悟式的审美创造，它是感性的而不是推理的，是体验的而不是分析的。

形象是构成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因此，每个艺术形象都必须以个别具体的感性形式出现，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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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事、景物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特征真实地表现出来，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使人产生一种活灵

活现的感觉。

2、艺术活动的情感性。艺术中的情感即审美情感，是一种无功利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情感。情感在艺

术活动动机的生成、创造与接受过程中均是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同时情感又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元

素。情感主宰着艺术活动的整个过程，贯穿在艺术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中。

3、艺术活动的审美性。艺术的审美特性是区别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意识形态活动的根本标志。艺

术的审美特性是形象的、情感的和多义的，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性是隐含在审美特性之中的，它使艺

术的审美世界具有了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内涵。

10. 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

艺术活动是以特有的艺术语言体系为媒介、以创造形象或意境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的精神文化活动。

(1) 任何艺术活动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艺术语言体系进行。

(2) 创造艺术形象或意境是一切艺术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艺术活动的宗旨、目的、落脚点和最终

结果与归宿。

(3) 艺术活动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它的根本性质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

11. 艺术活动的功能

(1) 审美认知功能。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是指人通过艺术活动能够获得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和信

息。艺术对社会、历史、人生具有审美认知功能。对于大至天体，小至原子的自然现象，艺术也

同样具有审美认知作用。

(2) 审美教育功能。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指人通过艺术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

上受到启迪。艺术具有强大的情绪感染力和影响力，欣赏者往往会沉浸在优秀的艺术作品中，不

知不觉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而接受作品的思想观念。艺术审美教育功能具有“以情感人”、

“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三个特点。

(3) 审美娱乐功能。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指人在艺术活动中能够使身心得到调节，精神获得愉悦。

这是艺术最基本的功能。

12. 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指运用审美的方式实施教育，旨在提高人们的审美感受力、审美创造力及审

美情趣，以促进其人格的完善以及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

艺术教育主要通过知道人们进行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活动，实现美育的最终目标。狭义的艺术

教育是指培养专业艺术创作者的特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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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10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简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答案解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影

响是最为直接和广泛的。(3 分)艺术活动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可以对政治产

生影响,二者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关系。(3 分)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四 可以影响和引导艺

术的方向，良好的政治环境可在以保障艺术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2 分)艺术也可以

通过自身显现的审美情感和精神倾向对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一定的作用，从而影响政治

的方向和发展。(2 分)

【历年真题】例 2.简述艺术起源“巫术说”的基本观点。

【答案解析】(1)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万物有灵、交感巫术等原始思维方式及表

现形式深刻影响着艺术的产生与发展。(5 分)

(2)这是在近现代西方艺术界最具影响的一种理论。这个学说是最早由爱德华.泰勒在其

《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英国学者詹姆斯.佛雷泽在其人类学著作《金枝》中也持这一

观点。(5 分)

【历年真题】例 3.简述艺术起源游戏说。

【答案解析】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

(3 分)由于人类具有过利的精力,并且可以将这种过剩的精力运用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

体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艺术即起源于此。(4 分)德国美学家席勒、英国学者斯宾塞、德

国学者谷鲁斯均持这样的观点。(3 分)

【历年真题】例 4.结合具体艺术现象或作品，论述艺术和宗教的关系。

【答案解析】艺术与宗教在其早期曾融合在一起，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5 分)

二者在认识与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相似之处。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

但也离不开抽象思维；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是想象和幻象，兼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

特点。(5 分)

宗教长期利用艺术来宣传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

宗教。(5 分)但由于宗教和艺术在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二者的本质

区别。(5 分)

注:结合自己体会阐述,例证适宜,逻辑清楚,表达流畅，酌情再给 1~5 分。

【历年真题】例 5.简述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答案解析】(1)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艺术的联系相

当紧密。(4 分)

(2)一方面，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总要通过艺术的内容和精神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艺术以审

美的方式对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并加以表现，从而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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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例 6.简述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答案解析】(1)科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与艺术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在其发展过

程中也有本质的区别。(3 分)

(2)现代科学技术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传播手段，并促使新的艺术形式的产

生和美学观念的变化。(4 分)

(3)在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艺术也一直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3 分)

【历年真题】例 7.阐述艺术家应具备的修养和能力。

【答案解析】.(1)艺术家的修养应当包括:1.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观。 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决定了

艺术家正确的创作态度,影响着作品的品位。 2.广博的知识。 艺术家应具有自然、社会、

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3.深邃的思想。 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思想

家,对客体世界有着独特深刻的理解。4.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 艺术家对客体世界

产生的情感体验比常人更加敏感丰富,同时也能够用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坚持自我.(5

分)

(2)艺术家的审美创造能力应当包括:1.敏锐的感知能力。 艺术家应对各类事物表象和人

的内心世界都有着极为敏感和细致的感知能力。 2.丰富的想象力。 艺术家对通过感知

获得的信息进行加工,从而创作出新的审美意象的能力。 这比感知能力更能代表艺术创

作的特性。 3.精湛的艺术技巧。 艺术家必须熟练掌握某一具体艺术种类的艺术语言和

专业技巧,才能够把构思转化为作品。(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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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艺术种类

首先，我们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种类，按照往年出题方向，艺术种类这个考点，我们看下面表

格的分值，简答题 10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简答题 0 分 10 分 10 分 0 分 10 分

1.戏剧艺术

基本特征：

（1）综合与多样是戏剧的表征

（2）演员行动是戏剧的基础

（3）矛盾冲突是戏剧的核心

（一）戏剧

概念：戏剧是指以舞台演出为存在形式，以演员的动作和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为观众当场表演

故事的艺术样式。

分类：戏剧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1）按照作品容量大小,可以分为多幕剧和独幕剧:按照作品题材不同，可以分为历史剧、现代剧、

儿童剧等;

（2）按其表现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话剧、歌剧、舞剧、诗剧和戏曲等;（3）按照作品的矛盾冲

突的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三大类型。

（二）中国戏曲

分类：戏作为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总称,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地有三百多个剧种，包

括全国性的剧种如京剧，也包括地方戏如川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昆剧、京剧、越

剧、豫剧、评剧等。

在世界上，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被统称为三种古老的戏剧艺术。

特点：中国戏曲艺术,作为戏剧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具有戏剧的共同特征，又因其独特的表现

手段和独有的审美特征，有别于其他戏剧形式。

2.摄影艺术

概念：摄影艺术是指采用摄影技术和手法获取静态图像来反映客体世界、进而表现主体审美情感

的艺术。构图、光线和色调是其主要的造型手段。

分类：摄影艺术按体裁可以分为肖像摄影、建筑摄影、风光摄影、舞台摄影等;按感光材料和画面

颜色，可以分为黑白摄影和彩色摄影;按摄影器材和技术，又可以分为航空摄影、水下摄影、全息摄影、

红外线摄影等。

基本特征：

(1) 特定的时空。

(2) 营造的真实。

(3) 光影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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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10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简述戏剧艺术的基本内涵。

【答案解析】戏剧是指以舞台演出为存在形式，以演员的动作和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为观众当场表

演故事的艺术样式。

分类：戏剧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1）按照作品容量大小,可以分为多幕剧和独幕剧:按照作品题材不同，可以分为历史剧、

现代剧、儿童剧等;

（2）按其表现手段的不同，可以分为话剧、歌剧、舞剧、诗剧和戏曲等;

（3）按照作品的矛盾冲突的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三大类型。

【历年真题】例 2.简述摄影艺术的含义和分类。

【答案解析】(1)摄影艺术是采用摄影技术和手法获取静态图像来反映客体世界,进而表现主体审美情

感的艺术。(4 分)构图、光线和色调是其主要造型手段。(2 分)

(2)摄影艺术包括肖像摄影、建筑摄影、风光摄影、舞台摄影等。(4 分)

【历年真题】例 3.比较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基本特征.

【答案解析】(1)电影艺术是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而成的一门综合艺术,它以画面为基本元素,并与声音和

色彩共同构成电影基本语言和媒介,在银幕上创造直观感性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画面、

声音和蒙太奇是电影的主要艺术语言和表现方法。(3 分)

(2)电视属于大众传播媒介,既有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也有艺术的功能和娱乐的功能。

电视艺术主要是指运用电视手段创作和传播的各种文艺作品,其中主要包括电视剧、

电视文艺专题节目、音乐电视、电视综艺节目等.(3 分)

(3)电影与电视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既是综合艺术,又是现代科技的

产物,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 它们共有的基本特征是:1 运动的画面;2 自由转

换的时空;3 心理的真实.(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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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艺术创作

首先，我们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创作，按照往年出题方向，艺术创作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

的分值，简答题 10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简答题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0 分

1. 艺术创作主体

艺术创作主体即艺术家，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体验者和实践者，也是审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和生产

者。他们通常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丰富的情感，掌握专门的艺术技能与技巧，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和突

出的审美能力。

2. 艺术家的修养

(1) 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观

(2) 广博的知识。

(3) 深邃的思想。

(4) 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

3. 艺术家的审美创造能力

(1) 敏锐的感知能力。

(2) 丰富的想象力

(3) 精湛的艺术技巧。

4. 艺术创作过程

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

现为连续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

（1）艺术体验是创造主体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情感、想象、联想等心理要素,对特定的审

美对象进行审视、体味和理解的过程,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艺术体验通常包含三部分:材料的

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发现和审美领悟的发生、创作欲望的萌动及动机的生成。

（2）艺术构思是审美体验的延伸,创作动机的实现，艺术发现的升华。艺术构思是指艺术创作者在艺

术体验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创作动机为引导，通过各种心理活动和特定的艺术思维方式，对原始

素材进行加工、提炼、组合,在头脑中形成艺术意象的过程。艺术意象是艺术创作者的审美情感

与客观事物相融合的产物。

艺术构思的方式是复杂和多样的，但是从一般和常见的角度来看，艺术构思的主要方式是：

1）整合，

2）变形，

3）移情，

4）意蕴的凝结。

（3）艺术表现指艺术创作者选择并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将自己艺术构思中已经基本形成的艺术意象

最终呈现为物态的存在,使之成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情境。

在艺术表现的过程中，主体审美倾向逐渐明确,艺术语言得到锤炼,艺术意蕴得到升华。艺术创作

的物化和表现是艺术创作活动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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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艺术体验

艺术体验，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它是创作主体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情感、想象、

联想等心理要素，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体味和理解的过程。

艺术体验包括三个方面：

(1) 材料的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累。

(2) 审美发现和审美领悟的发生。

(3) 创造欲望的萌动及动机的生成。

6. 艺术构思

艺术构思，是指艺术创作者在艺术体验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创作动机为引导，通过各种心理活动

和特定的艺术思维方式，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提炼、组合，在头脑中形成艺术意象的过程。艺术意

象是艺术创作者的审美情感与客观事物相融合的产物。

7. 艺术表现

艺术表现，是指艺术创作者选择并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将自己艺术构思中已经基本形成的艺术

意象最终呈现为物态的存在，使之成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情境。

8. 艺术创作的心理要素

艺术创作的心理要素主要包括审美感知 、审美想象 、审美情感 和审美理解 。

（1）审美感知：

感知包括感觉和知觉。感觉是指客观事物经由人的感觉器官在人的大脑中的主观映象，是对事物

个别属性的反映。审美感觉是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感觉。知觉，则是在感觉的基础上对事物较

为综合的、整体性的把握，审美知觉的对象不是事物的客观物理属性，而是事物的审美属性。审美感

觉和知觉通常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

（2）审美想象：

1）审美想象是在记忆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有目的的组织和改造，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或意境的过程。

审美想象是艺术家获得丰富审美经验以及从事创作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想象分为再造性想象

(知觉想象)和创造性想象，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主要依靠创造性想象。

2）审美想象的特征是：第一，审美想象离不开表象记忆;第二，审美想象是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

性的;第三，审美想象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

3）审美联想是指审美主体由当前所感知的事物引发而想起有关的另一事物的心理活动。想象和联想

有着密切的联系，联想往往能激发艺术家的想象。想象与联想可以相互交叉与融合。

（3）审美情感：

1）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审美情感则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是否符合自己

的审美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心理反应。

2）审美情感在创作活动中是联系感知、表象、想象、联想、理解、判断等心理因素的中间环节，它

是推动艺术创作思维进展的内驱力。

3）与人的日常情感相比，创造主体的审美情感更加丰富、深沉和细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同时，

具有很强的个性色彩。

（4）审美理解 。

1）审美理解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审美过程中对其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对艺术活动及其规律的认识、领

悟或把握。

2）审美理解是和感知、情感、想象等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领悟式的理解。

3）审美理解是美感深化的表现和必要环节，能够推动想象和联想的展开，并促成艺术意蕴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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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艺术思维的类型

艺术思维包括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感。

(1)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从发现和体验生活，到进行艺术构思、形成艺术形象，并将其物

化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整个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主要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具体的、整体性的形象

为思维材料所进行的复杂心理活动。形象思维具有具象性、情感性、创造性等特点。形象思维的具象

性是指形象思维始终要以具体可感的事象或物象作为思维的材料;形象思维的情感性是指形象思维过

程中渗透着丰富的审美感情色彩;形象思维的创造性是指形象思维能够在原有思维材料基础上促成新

形象或新意境的生成。

(2)抽象思维。

抽象思维是运用概念来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维方法。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艺术家的创作

活动中共同起作用，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

(3)灵感。

灵感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某一时间内，突然出现的精神高度亢奋、思维极为活跃的特殊心

理现象，呈现为远远超出平常水准的创作冲动和创作能力，艺术构思或传达通过顿悟获得飞跃。灵感

的特征有：突发性，指灵感突入其来、不可预料;超长性，指灵感到来是创造思维极其活跃，远远超出

平常水平;易逝性，指灵感持续时间短暂且容易被干扰消失。形象思维与灵感有一定联系，二者往往交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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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10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简述审美情感的含义。

【答案解析】审美情感是审美主体对客体对象客观对象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心理反

应。（6分）它在创作活动中是联系感知、表象、想象、联想、理解、判断等心理因质的中间环节，是

推动艺术创作思维进展的内驱力。（4 分）。

【历年真题】例 2.简述审美想象的含义与特点。

【答案解析】

(1)审美想象是在记忆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有目的的组织和改造，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或意境的过程。

(4 分)

(2)审美想象的特性:①审美想象离不开表象记忆;②审美想象是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③审美想

象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6 分)

【历年真题】例 3.简述艺术构思的含义。

【答案解析】

(1)是指艺术创作者在艺术体验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创作动机为引导,通过各种心理活动和特定的思维

方式,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提炼、组合,在头脑中形成艺术意象的过程。(6 分)

(2)艺术意象是艺术创作者的审美情感与客观事物相融合的产物。(4 分)

【历年真题】例 4.简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体验。

【答案解析】

(1)艺术体验是艺术创价乍的准备阶段。动情感、想主体在市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象、联想等心理

要素，审视、体味和理解的过程。(4 分)

(2)艺术体验通常包含三部分:材料的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果，市美发现和审美领惜的发生，创作欲望

的萌动及动机的生成。(6 分)

【历年真题】例 5.简述艺术语言的内涵。

【答案解析】.

(1)艺术语言是创作主体在特定艺术种类的创作活动中，运用独特的物质材料和媒介.按照审美法则，

进行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方式。(4 分)

(2)艺术语言是各门类艺术创作的媒介和形式的总称，艺术语言又可具体划分为文学语言、音乐语言、

绘画语言和视听语言等。(3 分)

(3)艺术语言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在艺术发展中不断变化和革新(3 分)



政治、英语、艺术概论、生态学、大学语文、民法

173

考点四：艺术接受

首先，我们看下第二个考点：艺术接受，按照往年出题方向，艺术接受这个考点，我们看下表格

的分值，简答题 10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简答题 10 分 10 分 0 分 10 分 0 分

1.艺术传播的方式

艺术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历史上先后出现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有：现场表现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和大众传播方式。

(1)现场表演传播方式。现场表演传播方式，是指传播者与受传者面对面进行艺术信息传播的方式，具

有沟通直接、手段多样、反馈及时、互动性强等特点。如戏剧、音乐会等。

(2)展览性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是指在一定的场所陈列艺术作品，供观众直接接受艺术信息的

传播方式。如在美术馆、博物馆或广场等举办的画展、雕塑展等。

(3)大众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方式，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大规模艺术信息传

播活动的方式，主要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

2.艺术鉴赏的主体能动性

(1) 对艺术作品审美娱乐属性的享用。

(2) 对艺术作品审美认知属性的认知。

(3) 对艺术作品文化价值的阐释。

(4) 对艺术作品形象或意境的再创造。

3.艺术鉴赏流程

鉴赏流程包括直觉与感知、体验与想象、理解与创造。

(1)直觉与感知。艺术直觉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于审美对象具有一种不假思索而即刻把握与领悟的

能力。审美感知是指人们在注意审美对象形式特点的同时，也已开始关注审美对象的意义。鉴赏活

动往往是在直觉与感知的心理基础上开始的，它将使鉴赏者完成对作品形式美的注意和对其意义的

初步感受。

(2)体验与想象。在鉴赏活动中，主体以自身审美经验为基础，潜入作品情境之中进行审美体验，不断

推进与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由于审美想象和联想的展开，鉴赏者可以与作品或

艺术家进行交流，洞察其深层意蕴，并逐渐生成审美愉悦。

(3)理解与创造。理解既包括对于作品的形象、情境、形式、语言的审美认知，也包括对于作品整体价

值的追寻。艺术鉴赏的结果是接受者审美再创造的完成。鉴赏者对于作品中形象、情境、典型和意

境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审美再创造的结晶。

4.艺术批评的类型

在艺术批评史上出现过多种批评形态，主要都是围绕“客体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

“读者(接受者)”等艺术活动要素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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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立足于“客体世界”来评价艺术，强调艺术作品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

打上这个社会历史生活的深刻反映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如 19 世纪法国丹纳在其《艺术

哲学》中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出发，进行艺术批评。

(2)心理学批评。心理学批评从创作主体——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入手来评价艺术。它既可以从艺术家的

创作动机、创作中的心理活动来理解艺术作品，也可以从艺术作品中折射出的心理因素出发来反现

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如 20 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和艺术

作品。

(3)文体批评。问题批评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其意蕴和魅力需要从文本去寻求。尤其

注重艺术作品的文本语言和物质媒介。如 20 世纪西方符号学强调对艺术作品本身或艺术符号的研

究。

(4)接受批评。接受批评模式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活动，认为观众、听众和读者的接受过程才

是艺术研究的中心所在。这种模式突出了接受者在鉴赏艺术作品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在德国的以绕斯和伊赛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和

艺术史。

5.审美效应

审美效应主要表现为共鸣、净化和领悟。

(1)共鸣。共鸣是指在鉴赏过程中，接受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及人物命运所打动，从而形

成的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不同时代、阶级、民族的鉴赏者，在鉴赏同一部作品中，可能会产

生相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也可称作共鸣。

(2)净化。净化是指接受者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和共鸣的产生，使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调节、人

格得到提升的状态。

(3)领悟。领悟是指接受者在鉴赏艺术作品时，由此引发的对于世界奥秘的洞悉、人生真谛的彻悟以及

精神境界的升华。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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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10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简述艺术批评的基本类型。

【答案解析】在艺术批评史上出现过多种批评形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社会历史批评;(3 分)

(2)心理学批评;(3 分)

(3)文本批评;(2 分)

(4)接受批评。(2 分)

【历年真题】例 2.简述艺术接受中的共鸣现象。

【答案解析】

(1)共鸣指在鉴赏过程中，鉴赏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及人物命运所打动，从而形成的种强

烈的心灵感应状态。 不同时代、阶级、民族的鉴赏者,在鉴赏同一部作品时可能会产生相同或相近

的审美感受，也可称作共鸣。(5 分)。

(2)艺术鉴赏活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共鸣效应，一方面说明艺术作品本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

面也显示出艺术作品的思想、情感内蕴触及或潜入了欣赏者的思想、情感体验的深处。

【历年真题】例 3.简述艺术鉴赏的性质。

【应试指导】

(1)艺术鉴赏是一种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受众为主体的欣赏活动.是接受者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

艺术作品的价值、属性的主动选择、吸纳和扬弃。它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再创造活动。(5 分)

(2)具体表现在：第一.艺术作品必须经过鉴赏主体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才能真正实现其社会意义和美学

价值；第二，鉴赏主体对艺术作品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能动地再创造；第三.从最根本的意

义上讲.艺术鉴赏同艺术创作一样.也是人类自身主体力量在审美活动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实现。(5 分)

【历年真题】例 4.简述艺术批评活动中的心理学批评.

【答案解析】(1)心理学批评从创作主体-一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人手来评价艺术。(4 分)

(2)它既可以从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创作中的心理活动来理解艺术作品,也可以从艺术作品折射出的心

理因素出发来反观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如 20 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艺

术现象和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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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升本艺术概论作品鉴赏科目考情分析

我们知道，艺术概论作品鉴赏总分是 30 分，如果我们随便作答，按照概论计算我们能拿 10 分左

右。当然这种方法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如何在简答题上拿高分呢？跟着老师来学。

考点一：艺术作品

首先，我们看下第一个考点：艺术活动，按照往年出题方向，艺术活动这个考点，我们看下面表

格的分值，作品鉴赏题 30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作品鉴赏 30 分 30 分 30 分 30 分 30 分

1.艺术作品的构成

艺术作品的构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2.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艺术作品的构成因素，首先就是内容与形式。

艺术作品的内容，是指经过艺术家体验、加工和创造的人类生活，其中既包含着对客体世界的能

动反映，又凝聚着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融入艺术家的知、情、意。在具体艺术作品中，艺术

内容主要指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等诸多要素的总和;题材和主题是艺术内容的主要要素。

艺术作品的形式，是指艺术作品内容的存在方式，亦即作品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形态。其内部

联系包括内容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组织方式，主要指结构;其外部表现形态呈现为表现内容的方式

和手段，包括艺术语言、艺术手法、类型体材等。

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才能充分体现艺术的魅力。

一方面，内容起主导作用，它决定和制约着形式;另一方面，形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不但直接影响

到艺术作品的主题的表达和体现，而且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3.艺术作品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1）在艺术作品中，感性更多地是指隐含于作品之中的情感因素，以及寄寓在形式之中的感性特色。

（2）在艺术作品中，理性是指通过作品的形象、意境及形式所凸现的理性内涵。

（3）艺术作品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一方面，艺术作品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艺术作

品还表现为情感因素与理性精神的统一。

4.艺术作品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1) 再现是指在艺术创作中将客体世界及人物真实地呈现于作品之中。

(2) 表现是指在艺术创作中重在表达主体的情感和理想，以及主体对课题世界的思考和批判。

(3) 再现和表现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再现性艺术作品同样需要融入主体的情感和理想;表现性作品虽

然所表达的主要是心理和情感的真实，但也具有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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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艺术作品的层次

艺术作品分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和艺术意蕴三个层次。

（1）艺术语言。

1)艺术语言是创作主体在特定艺术种类的创作活动中，运用独特的物质材料和媒介，按照审美法则，

进行艺术表现的手段和方式。

2)艺术语言是各门类艺术创作的媒介和形式的总称，艺术语言又可具体划分为文学语言、音乐语言、

绘画语言和视听语言等。

3)艺术语言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在艺术发展中不断变化和革新。

（2）艺术形象。艺术形象是艺术反映人类生活的特殊方式，是通过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相互交融，

并有主体创作出来的艺术成果。艺术形象既包括鲜明生动的人物，也包括其他富有审美特征的情

境、意象和意境。

（3）艺术意蕴。艺术意蕴是指在艺术作品中蕴含的深层的人生哲理或精神内涵。艺术意蕴具有多义

性、不确定性和深刻性。艺术意蕴是衡量艺术作品境界高低的重要尺度。

6.典型：是指艺术作品中具有一定本质意义的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或形象体系，它包括典型人物、典型

环境等。

典型是优秀艺术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在叙事性艺术作品中，塑造出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创造艺术典型，要求在鲜明生动的个性中体现出广泛普遍的共性;对现实关系的真

实描写和深刻把握是塑造艺术典型的重要条件;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直接或间接

地体现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

7.意境

意境是中国传统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意境是艺术作品中的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

是艺术中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意境中既有来自艺术家主观的“情”，又有来自客观现实升华的“境”，

“情”和“境”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境中有情，情中有境。

艺术意境一般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意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意境是一种有限无限的超

越美;意境是一种不设不施的自然美。

8.典型和意境的关系

典型与意境是艺术理论中两个比较重要的范畴，这两个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讲，典

型重再现，意境重表现;典型重写实，意境中抒情;典型重描绘鲜明的人物形象，意境中抒发艺术家的

内心世界;以叙事性为主的艺术侧重与在作品中塑造典型，以抒情性为主的艺术侧重于在作品中创造意

境。但是，这也知识一般来说，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典型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艺理

论中，则是意境论较为突出。

9.艺术风格的内容

艺术风格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与艺术作品的形式、情境交互作用所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的整体性

艺术特色。风格是艺术家创作个性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艺术水准的标志。风格既包括艺术

家个人的风格，也包括流派风格、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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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艺术风格的特性

(1) 继承与独创。

(2) 稳定与渐变。

(3) 多样与同一。

11.艺术流派及其形式情况

艺术流派是指思想倾向、审美观念、艺术趣味、创作风格相近或相似的一些艺术家所形成的艺术

派别。

艺术流派的形成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自觉形成的，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艺术主张;第二种

是不自觉形成的，仅仅因为创作风格、类型的相近而呈现流派特征;第三种由他人将其归纳为特定流派。

12.艺术思潮

艺术思潮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由于受到某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影响，艺术领域所出现的

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和创作倾向。

13.艺术风格、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的关系

艺术风格、艺术流派与艺术思潮，分别是针对个体、群体，以及在相当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当规

模的较大群体而言的。一般来讲，艺术风格是创作主体独特个性的表现，艺术流派则是风格相近或相

似的创作主体的群体化，而艺术思潮却是倡导某种文艺思想的几个或多个艺术流派所形成的一种艺术

流派。

以下是我们总结的历年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那么 30 分基本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绘画艺术：德拉克洛瓦《自由女神领导着人民》

【评分要求及说明】

①作品基本信息介绍完整.正确;

②对作品题材、主题理解正确;

③对作品形武的描述、分析准确:

④允许考生根据个人体验、理解和思考进行赏析,但基本信息介绍不得错误，作品风格判断应符合实际，

不得有大的偏差。

《自由女神领导着人民》是 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派大师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品。德拉克洛瓦被

称为 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狮子，他最善于运用色彩,所画的形象饱满热烈,有强烈的音乐感，能表现

出一种诗意的美。作品取材于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事件，真实地再现了硝烟弥漫、尸横街头的巴黎巷

战的激烈景象。同时，画家又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在画面中心描绘了一位被称为“自由女神"的妇女。

她上身赤裸，一手握枪，一手挥舞着象征共和的三色旗。在这位妇女的引导下，群众穿过倒塌的街垒，

踏着战友的血迹勇往直前。作品像一首旋律激越、感情炽烈的战斗进行曲，动人心魄，表现出巨大的

艺术感染力。在这幅作品中，革命的内容和浪漫主义手法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

为一体。画家处处运用对比手法表达强烈的感情，加强战斗的气氛。他不仅用色彩塑造形象，而且笔

触到处都跳动着激情和力量。德拉克洛瓦以《自由女神领导着人民》把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顶峰，而

他也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将和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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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戏曲艺术：《西厢记》

【答案解析】《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

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它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术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

剧创作影响很大，该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全刷贯穿了叛逆者和卫道者的冲突，贯

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有情的"是概括全剧的“眼目”。二是对前代、同代婚恋作品的超越。该

剧以有情人终得团圆为结局，在剧情发展中,矛盾冲突的解决又大都比较畅快，因此它有贯穿始终的喜

剧性。三是结构格调轻松明朗。情节曲折,多次出现矛盾冲突激化的场面,环环相扣，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不断地使 观众处于兴奋状态。有喜无悲，轻松明朗，让观众在一.连串的笑声中得到精神上的

满足。四是主要人物身上的喜剧色彩。无论是“正方”的莺莺、张生、红娘，还是“反方”的老夫人,

其性格特征都有喜剧性的一面。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滑稽可笑的行为和说白，特别是张生和红娘有许

多诙谐幽默、引人发笑的台词，加深了整部剧的喜剧色彩,使人自始至终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喜剧性。

五是曲词有着诗的语言和意境，让人获得诗的审美享受。六是富有个性化的对白。剧中对白非常富于

表现力，不但具有叙事功能,还展示了人物性格。七是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对主要人物进行改造和提

升，塑造出了执着忠厚的“志诚种”。剧作叙事结构完整而严密，环环相扣,不枝不蔓,给人一气呵成

之感。

【历年真题】电影艺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答案解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斯塔尼斯拉夫导演的一部苏联彩色故事片,1972 年由高尔基儿童

电影制片广出品。根据同名经典中篇小说改编。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只是表现了一场局部战斗。

影片采用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和独特的蒙太奇手法,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穿插女战士们战前梦幻般的

爱情和生活,用朴实的黑白调表现战争的残酷,用柔美的彩色调来表现女兵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影片

感人的力量在于它的真实性，它像生活本身那样朴实自然。影片主题与战争、女性、生存相关,其深刻

的哲学内涵和精湛的电影表现技巧使其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历年真题】音乐艺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答案解析】由何占豪、陈钢作曲，1959 年完成。取材于民间传说,吸取越剧唱腔为素材写成。它综合

采用交响乐与中国民间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按照剧情结构布局，深人而细腻地描绘了梁祝相爱、抗婚、

化蝶的情感与意境。音乐用奏鸣曲式写成，双簧管以柔和抒情的引子展示出一幅风和日丽、春光明媚、

百花盛开的画面;独奏小提琴从柔和朴素的 A 弦开始，在明朗的高音区富于韵味地奏出了诗意的爱情主

题;铜管以严峻的节奏、阴沉的音调，奏出了封建势力凶暴残酷的主题;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答,时分时

合,把梁祝相互倾诉爱慕之情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弦乐快速的切分节奏,独奏的散板与乐队齐奏的

快板交替表现哭灵控诉;长笛美妙的华彩旋律结合竖琴的级进滑奏把人们带到了梦幻仙境。

【历年真题】园林艺术：颐和园

【答案解析】我国著名园林之一，位于北京西北郊,占地 2.9 平方公里，以万寿山及昆明湖为主体,利

用天然地势精心营造。亭园之美，意匠之妙,令人叹为观止。人园门为万寿山之东的行宫建筑群。布局

谨严，气势宏大，辉煌壮丽。其东北方为谐趣园，仿无锡寄畅园而建,秀雅幽美。自此西行则有 782 米

的长廊把游观者引向万寿山前山的浏览区。由于造园者利用了“借景”的技巧,使颐和园景色与玉泉山、

西山景色交相辉映，更加恢宏辽阔。总之，颐和园的建造,主次分明,章法严谨,对比强烈，利用多种建

筑艺术手段，创造了集胸秀为一身的和谐风格，表现了高超的造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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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雕塑艺术：米洛斯岛的《维纳斯像》

【答案解析】《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的代表作。全剧分上下两本，共四十四出。它“借离合

之情，写兴亡之感”，在明王朝兴亡的历史背景下，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

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之间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展示了明末社会的广阔历史画面，

曲折地表现了作家的民族意识,表达了在“太平盛世”下人们的沉闷和痛苦。作者善于对历史事件进行

集中提炼,构成戏剧冲突，然后在冲突中刻画出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此外，作品的情节既细针密

线又转换灵活,结局也没有落人大团圆的俗套。在语言的运用上，《桃花扇》的曲词和旁白都刻意求工，

安排适度。

【历年真题】电视艺术：《围城》

【答案解析】电视连续剧《围城》改编自钱钟书的同名长篇小说,共 10 集，导演黄蜀芹。该剧以留学

生方鸿渐归国后的恋爱和生活为线索，以白描的手法细致刻画出抗战期间后方一批知识分子形象，传

达了人生如围城的哲思一“城外的人 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同时反映了当时后方知识分子

忙碌庸常的灰色生活。导演黄蜀芹对原著的精神把握较为准确，相当忠实地再现了当时上海、内地的

生活景观和时代氛围。全剧贯穿着幽默反讽的基调,使用冷静旁观的摄像视角去表现人物和事件，辅以

平静而富有哲理的旁白，较为成功地展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陈道明(饰方鸿渐)、吕丽萍(饰孙柔嘉)、

英达(饰赵辛楣)、葛优(饰李梅亭)等优秀演员极其出色地诠释了剧中人物，也是该剧成功必不可少的

条件。

【历年真题】戏曲艺术：《牡丹亭》

【答案解析】(1)《牡丹亭)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2)其故事梗概是：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

受《诗经·关雎》启发，私出游园，随即在梦中和书生柳梦梅幽会。杜丽娘从此一病不起，怀春而死。

柳梦梅进京赴试，借宿梅花观，在园中与杜丽娘的鬼魂相会。杜丽娘起死回生，后二人结为夫妻，柳

梦梅又考中状元，但他们的婚姻不被已升为宰相的杜宝承认，最后由皇上出面调停，终于团圆。(3)全

剧充满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主人公对理想的追求上，同时也表现在浪漫主义的艺术

风格上。作者以“梦”作为剧情发展的关键，构思奇幻，异乎寻常出生入死的爱情，使全剧从主题、

情节到人物塑造，都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历年真题】绘画艺术：《向日葵》

【答案解析】《向日葵》是 19 世纪荷兰杰出的后印象派画家凡·高的作品。

(2)向日葵是凡·高的崇拜物，是太阳之光，是光和热的象征，是他内心翻腾的感情烈火的写照。画中

的向日葵像熊熊的火焰，是那样艳丽、华美，同时又是那样和谐、优雅甚至细腻，那富有运动感的、

仿佛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单纯强烈的。凡·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

物，而是带有原始的冲动和热情，他特别强调在绘画中表现人的感情与精神，他对色彩和线条有内在

的敏悟。画面上的向日葵，色彩浓烈刺目，展现出画家热爱生命的激越情感和强烈的艺术个性。

(3)《向日葵》多用黄色和棕色调以及涂抹技法来表现出一种浮雕感强烈的视觉效果。同时，用对比强

烈的大色块和粗犷的轮廓线表现形体和组织画面，浓厚的感情因素成为该画作的鲜明艺术特色。整幅

画的平面处理明确，形象均用单线勾勒，光线明快，极富装饰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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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舞蹈艺术：《天鹅湖》

【答案解析】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于 19 世纪，由柴可夫斯基作曲。

(2)舞剧讲述了一位王子爱上了被魔王施了魔法变成天鹅的公主，王子经过激烈搏斗战败了魔王，使公

主重获自由。舞剧塑造了一群变成天鹅的俄罗斯少女形象，强调少女形态的纯真美好.同时以独特的造

型和舞姿渲染了天鹅的优雅与圣洁。

(3)该剧音乐或气势恢宏，或优美婉转，是交响乐与芭蕾舞的完美结合。《天鹅湖)中群舞、独舞和双

人舞都比较有特点.第 2 幕和第 4 幕的“天鹅群舞”代表了芭蕾艺术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一个世纪以

来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舞蹈动作。舞剧中无论是对场景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十分恰当、深刻，

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全剧的音乐舞蹈以其鲜明、生动的特点·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

明珠，《天鹅湖)也成为舞剧发展史上的一部划时代巨作。

【历年真题】电影艺术:《黄土地》

【答案解析】 [评分要求及说明]

1.作品基本信息介绍完整、正确.

2..对作品题材,主题理解正确;

3..对作品形式的描述、分析准确;

4..允许考生根据个人体验、理解和思考进行赏析,但基本信息介绍不得错误,作品风格判断应符合实际,

不得有大的偏差。

24.(1)陈凯歌,原名陈皑鸽,1952 年 8 月 12 日出生,

福建长乐人,出生在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他执导的影片《黄土地》于 1985 年获瑞士第 38 届

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英国第 29 届伦敦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萨特兰杯导演奖第 5 届夏威夷国际电

影节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中心电影奖。

(2)《黄土地》》故事非常简单,描写的是八路军的一个文化干事到陕北去采风,和当地一户农家短暂的

接触。这部电影表现了黄土地上最淳朴的人民最淳朴的生活,有着对人类命运最深沉的思考,以及那种

虽然生活在无限苦难中,却从来没有放弃的精神。 黄河母亲孕育出来的子民,天生就有承担苦难的力

量.

(3)天高地阔、气势磅礴的黄土地,浊浪滚滚的黄河,鼓乐齐鸣的迎亲队伍,150 人组成的腰鼓阵,烈日炎

炎下的求雨场面,众多中国象征和风俗民风的描写,加上人物命运的压抑悲怆,使影片集叙事、象征、隐

喻于一身,在土地、民俗与人物命运之间反思了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民族特性.

【历年真题】雕塑艺术: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答案解析】(1)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处。 龙门

西山的奉先寺是唐高宗咸亨三年开始修建的,共用了三年零九个月完成。 它供奉的主神为卢舍那佛,

“卢舍那”的意思就是智慧广大,光明普照,民间又称他为报身佛.

(2)主像卢舍那大佛发髻呈波纹状,面部丰满圆润,眉如弯月,目光慈祥,眼睛半睁半合,俯视

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嘴边微露笑意,显出内心的平和与安宁。 他的表情含蓄而神秘,严肃中

带有慈祥,慈祥中透着威严,威严中又有着一种神圣与威武,是一个将神性和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大佛

端坐于八角束腰莲花座上,身披袈裟,衣纹简洁清晰而流畅,背光华美而富于装饰性,烘托出主像的严整

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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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真题】音乐艺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答案解析】(1)约翰·施特劳斯是奥地利作曲家,与其父同名,其父被称为老约翰·施特劳斯,而他则

被称为小约翰·施特劳斯。 小约翰·施特劳斯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圆舞曲,被誉为“圆舞曲

之王”.(2)《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作品。1866 年,奥地利帝国在普奥战

争中惨败,这给帝国首都维也纳居民带来了沉重的悲伤情绪。为了摆脱这一情绪,小约翰·施特劳斯受

托,于 1867 年创作了这部“象征维也纳生命力”的圆舞曲。 乐曲序奏一开始,由小提琴用碎弓轻轻奏

出震音,好似黎明的曙光拨开河面上的薄雾,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在这背景的衬托下,展开了抒情明朗

的上行旋律,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和主旋律相互呼应的顿音,充满了欢快的情绪,使人感受到春天的气

息已经来到了多瑙河。之后,经过作者对旋律起伏的层层推进,情绪愈加爽朗活泼,朝气蓬勃,最后结束

在热烈欢腾的气氛中。(3)《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由小序曲、五段小圆舞曲及一个较长的尾声连续演奏

而成,乐曲以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贯穿,音乐主题优美动听,节奏明快而富于弹性,体现出华丽、高

雅的格调。作品以民间舞曲的节奏和其他表现手法为依据,民间色彩深厚,形象鲜明、旋律丰富,音乐语

言真挚而自然。 这首乐曲被誉为奥地利第二国歌,是历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必备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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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升本艺术概论论述题科目考情分析

我们知道，艺术概论论述题总分是 50 分，如果我们随便作答，按照概论计算我们能拿 15-20 分左

右。当然这种方法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如何在简答题上拿高分呢？跟着老师来学。

考点一：艺术活动

首先，我们看下第一个考点：艺术活动，按照往年出题方向，艺术活动这个考点，我们看下面表

格的分值，论述题 25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论述题 25 分 25 分 25 分 0 分 25 分

1.客体世界

概念：客观世界即艺术活动所反映和表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及自然界，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是

艺术创作主体观照的主要对象。

在艺术活动中，从事艺术活动的主体是人，艺术活动的客体是客观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客观社会

和自然界是一切艺术活动的源泉。比如老舍如果没有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产生切身的体会，没有几十

年的老北京生活的积累，就写不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文学作品。

2.艺术创作与制作

概念：艺术创作即艺术家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和材料，将其审

美意识物化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制作是艺术生产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它更多地

体现出以物质性制作为主的特点。在当代艺术活动中，艺术制作的地位日趋重要，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一）艺术创作的特点

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1）首先，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依赖于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审美经验。

2）其次，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还依赖于艺术家善于运用富有创造性的特定艺术语言和方式。

3）艺术家的创作就是以特定的艺术语言和方式为媒介、手段来进行“从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情景或

意境的创造性活动”。

（二）艺术制作的特点

与艺术创作密切相关的是艺术制作活动。艺术制作的基本特点是以物质性制作为主，以精神性创

造为辅。

在传统绘画、戏剧、音乐艺术创作活动中，艺术制作较少，而且处于辅助的地位，一般缺乏相对

独立性。在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活动发展中，艺术制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且常常具有相对

独立性。

关系：艺术创作与艺术制作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一切艺术作品的完成，都不是对现实的照相

或简单模仿，而是要经历艰苦的创作或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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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作品

概念：艺术作品即艺术创作和艺术制作的成果，是由艺术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识物态化的表现形式。

这是艺术审美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环节。艺术作品是联结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纽带，是创作者与接受

者实现精神交流和审美对话的中介。艺术作品还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既是创作者美学观念和创作能

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时代的人审美活动状况的反映。

分类：艺术作品根据其物化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

建筑、园林、影视作品等。

艺术作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物态化表现，是艺术主体精神劳动的结晶。因此，好的艺术作品是人

类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艺术作品是艺术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识物态化的表现形式，这是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区

别之一。

4.艺术传播与接受

（一）艺术传播

概念：艺术传播即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多种艺术信息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

方式：把艺术作作品、艺术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传播，二是间接传

播。

直接传播：就是不通过任何物质媒介，直接让欣赏者来接受作品。例如，画家通过画展，音乐家

通过音乐会，让自己的作品直接面对观众、听众，让他们直接接受作品。

优势：这种直接传播对于接受者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观众、听众可以直接看到、听到原作

（特别是艺术大师的原作），得到最好的审美享受。

局限性：在时间上，优秀绘画与音乐、戏剧作品或大师作品不可能同时在许多地方展览、演出，

更无法天天、常年展览或演出。在空间上，优秀作品或大师作品受到展出、演出场地的制约，无法在

一个场地接纳很多的观众、听众。

间接传播：主要是指利用现代化高新科学技术（如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卫星技术等）来传播

艺术作品。

优点：

1)传播面特别大。一件作品可以复制成无数件,让无数观众和听众来欣赏、接受,使非常多的人得

到审美享受。

2)不受空间的制约。一个国家的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卫视被许多国家的观众、听众所接受。

3)不受时间的制约。一件作品经过录像、录音后，可以保留很长时间，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拿

出来欣赏。总之,运用高新科技所做的间接传播，使艺术作品传播的规模、形式、速度、周期和

增殖量大大地加大加快，使各种优秀作品都能为各个地区的众多欣赏者所接受,大大提高了作品

的普及率。

局限性:

1)观众、听众不能直接欣赏原作，原作中许多细微、精妙的东西难以被观众听众完全接受。

2)受天气和技术操水平以及电视机、录像质量的影响,原作的面貌难以完全再现出来。

（二）艺术接受

概念：艺术接受即在传播的基础上，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鉴赏者为主体，积能动地进行的消费、

鉴赏和批评等活动。艺术接受与艺术传播紧密相连，艺术传播的目的是使艺术作品为更多的人接受，

同时艺术接受又以艺术传播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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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1)它是在艺术传播的基础上进行的。

没有传播，受众接受什么呢？传播的方式不同，接受方式与效果也不同。例如，直接听大师演奏

与听录音机、看电视的接受方式，其审美效果就大不相同。

2)接受是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鉴赏者为主体的艺术活动。

艺术创作的对象是审美客体（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创作者（艺

术家）。艺术接受与此不同，其对象是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其主体是喜欢欣赏某种作品的鉴赏

者。

3)艺术接受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能动的接受，因为艺术接受过程是一种积极

的消费、鉴赏与批评的过程。

所谓“消费”，是指对艺术品的品味与陶醉；所谓“鉴赏”是指对艺术作品美丑、优劣、真

伪与艺术水平高下等非等的评论、诠释以及对作品内在意义的创造性发掘等（包括赞美或批判、

肯定与否定等）。

接受的重要性在于:

1)艺术接受是艺术家与欣赏者的精神交流与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艺术家的创作水平与欣赏者的接

受得到共同的提高。

2)艺术接受是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的一种精 神反馈，它对实现艺术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联

结,使艺术活动融于整个社会活动的大系统中，并对它发挥积极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5.关于艺术发生的几种学说

(1) 模仿说。模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或现实生活的模仿。这是一种有关艺术起源的最古

老的理论，它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比较流行，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人均持这种观点。模仿

说在西方的影响极其深远。

(2) 游戏说。游戏说认为艺术活动起源于人类所具有的游戏本能。一方面由于人类具有过剩的精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可以将这种过剩的精力投入到没有功利性的活动中，于是体现为一种自由的

游戏。德国的席勒、英国学者斯宾塞、德国学者谷鲁斯均持这种观点。

(3) 表现说。表现说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情感表现和交流的需要。持这一观点的有意大利美学家克罗

齐、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美国学者苏珊.朗格等。表现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艺术活动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4) 巫术说。巫术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仪式活动。这是在近现代西方学术界最具影响的

一种理论。其主要依据来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和詹姆斯.弗雷泽关于原始文化的学说。

泰勒最早奠定了巫术说的理论基础，而弗雷泽在其著名的《金枝》一书中，则对原始巫术活动作

了极为详尽而细致的研究。

(5) 劳动说。劳动说认为艺术产生的根本动力和原因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物质

生产实践活动。这是对艺术产生的根本原因的最具影响的理论阐释之一。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对此进行过阐释。

(6) 多元化。艺术发生的多元说认为：艺术的发生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巫术为中介、以劳动

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原始人类模仿自然的本能(模仿说)也渗透其中，尤其是对于原始人

来讲更为重要的原始巫术(巫术说)与原始生产劳动(劳动说)，更是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艺术的起源应当是多因的而并非是单因的，归根结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

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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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同样，艺术的发

展也要受到经济的制约和影响。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推动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经

济对于艺术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经济的兴衰与艺术的兴衰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不

是机械地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艺术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7. 艺术发展的继承与创新

(1) 继承和创新是促进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艺术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反映着

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连续性。每一时代的艺术对于后一时代的艺术都是一种既定的存

在和条件，后一时代的艺术必然要在前一时代艺术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2) 艺术的历史继承性，首先表现为对本民族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受，以及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优秀文

化和艺术成果的吸纳，尤其表现在对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继

承上。

(3) 艺术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为了创新，就要坚持批判的原则，对

过去的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又要坚持在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艺术

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创造，不断适应新时代人们对于审美文化和艺术的需求。

8. 艺术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艺术既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性，又具有自身的审美特性，因而它

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艺术与意识形态各部门以及政治、科学等均有着密切

的联系。

(1)艺术与哲学。哲学主要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中带有普遍性的根本规律，哲学主

要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对艺术产生影响。艺术也可以通过审美创造对哲学家的思维及其思想产生启迪，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哲学。

(2)艺术与宗教。艺术与宗教早期曾融合在一起，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二者在

认识与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相似之处。宗教长期利用艺术来宣传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宗教。但由于

宗教和艺术在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二者的本质区别。

(3)艺术与道德。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艺术的联系相

当紧密。一方面，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总要通过艺术的内容和精神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艺术以审

美的方式对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并加以表现，从而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

(4)艺术与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对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

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广泛的。艺术活动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二者

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关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和引导艺术的方向，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保

障艺术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显现的审美情感和精神倾向对人们的政治思

想产生一定的作用，从而影响政治的方向和发展。

(5)艺术与科学。科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与艺术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在其发展过程

中也有本质的区别。现代科学技术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手段、传播手段，并促使新的艺术形

式的产生和美学观念的变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等方面，艺术也一直对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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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

(1)艺术活动的形象性。形象即审美形象，在广义上包括审美的情境和意境。形象把握是艺术活动特有

的方式，是主体对于客体领悟式的审美创造，它是感性的而不是推理的，是体验的而不是分析的。

形象是构成艺术作品的基本要素，因此，每个艺术形象都必须以个别具体的感性形式出现，把生活

中人、事、景物的外部形态和内在特征真实地表现出来，有血有肉、有声有色，使人产生一种活灵

活现的感觉。

(2)艺术活动的情感性。艺术中的情感即审美情感，是一种无功利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情感。情感在艺

术活动动机的生成、创造与接受过程中均是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同时情感又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元

素。情感主宰着艺术活动的整个过程，贯穿在艺术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中。

(3)艺术活动的审美性。艺术的审美特性是区别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意识形态活动的根本标志。艺

术的审美特性是形象的、情感的和多义的，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性是隐含在审美特性之中的，它使艺

术的审美世界具有了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内涵。

10. 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

艺术活动是以特有的艺术语言体系为媒介、以创造形象或意境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的精神文化活动。

(1) 任何艺术活动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艺术语言体系进行。

(2) 创造艺术形象或意境是一切艺术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一切艺术活动的宗旨、目的、落脚点和最终

结果与归宿。

(3) 艺术活动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它的根本性质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

11. 艺术活动的功能

(1) 审美认知功能。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是指人通过艺术活动能够获得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和信

息。艺术对社会、历史、人生具有审美认知功能。对于大至天体，小至原子的自然现象，艺术也

同样具有审美认知作用。

(2) 审美教育功能。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指人通过艺术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

上受到启迪。艺术具有强大的情绪感染力和影响力，欣赏者往往会沉浸在优秀的艺术作品中，不

知不觉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态度，而接受作品的思想观念。艺术审美教育功能具有“以情感人”、

“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三个特点。

(3) 审美娱乐功能。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指人在艺术活动中能够使身心得到调节，精神获得愉悦。

这是艺术最基本的功能。

12.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核心，也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指运用审美的方式实施教育，旨在提高人们的审美感受力、审美创造力及审

美情趣，以促进其人格的完善以及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

艺术教育主要通过知道人们进行艺术创作、艺术鉴赏等活动，实现美育的最终目标。狭义的艺术

教育是指培养专业艺术创作者的特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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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25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论述艺术活动的构成。

【答案解析】根据艺术活动的发展及其当代状况，可以将艺术活动系统分解为四个构成要素或四个环

节，即客体世界、艺术创作与制作、艺术作品、艺术传播与接受。(5 分)

(1)客体世界是指艺术活动所反映和表现的客观社会生活及自然界。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世界,是艺术

创作主体观照的主要对象。(5 分)

(2)艺术创作即艺术家基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体验,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 和材料,将其审美意识物

化为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制作是艺术生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更多地体现出

以物质性制作为主的特点。(5 分)

(3)艺术作品即艺术创作和艺术制作的成果，是由艺术主体创造的审美意识物态化的表现形式。(5 分)

(4)艺术传播即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多种艺术信息传递给接受者的过程。艺术接受即

在传播的基础上，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鉴赏者为主体,积极能动地进行消费、鉴赏和批评等活动。

(5 分)

【历年真题】例 2.结合艺术现象或作品，论述艺术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答案解析】

(1)继承和创新是促进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艺术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反映着社

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连续性。后一时代的艺术必然要在前一时代艺术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6 分)

(2)艺术的历史继承性，首先表现为对本民族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受,以及对其他民族和国家优秀文化

与艺术成果的吸纳，尤其表现在对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继承上。

(7 分)

(3)艺术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为了创新，就要坚持批判的原则，对过

去的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又要坚持在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艺术表现

手法等方面的创造,不断适应新时代人们对于审美文化和艺术的需求。(7 分)

注:结合艺术现象或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 大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历年真题】例 3.结合具体艺术现象或作品，论述艺术和宗教关系。

【答案解析】艺术与宗教在其早期曾融合在一起，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5 分)

(1)二者在认识与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着相似之处。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维,但也离不开

抽象思维;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是想象和幻象，兼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点。(5 分)

(2)宗教长期利用艺术来宣传宗教,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时艺术也在不断影响着宗教。(5 分)

(3)但由于宗教和艺术在思维方式和终极目的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二者的本质区别。(5 分)

注:结合自己体会阐述,例证适宜,逻辑清楚,表达流畅,酌情再给 1~5 分。

【历年真题】例 4 结合实例，阐述艺术创作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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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注：结合艺术现象或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分为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阶段。这三

个阶段表现为连续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2 分)

(1)艺术体验，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它是创作主体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情

感、想象、联想等心理要素.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体味和理解的过程。艺术体验

通常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材料的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累；二是审美发现和审美领悟的发

生；三是创作欲望的萌动及动机的生成。(5 分)

(2)艺术构思，是指艺术创作者在艺术体验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创作动机为引导，通过各

种心理活动和特定的艺术思维方式，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提炼、组合，在头脑中形成

艺术意象的过程。艺术意象是艺术创作者的审美情感与客观事物相融合的产物。(5 分)

(3)艺术表现.是指艺术创作者选择并运用特定的艺术语言.将自己艺术构思中已经基本

形成的艺术意象最终呈现为物态的存在，使之成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或艺术情境。

(5 分)

注：

结合具体艺术作品，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8 分。

【历年真题】例 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既体现“继承性”,又体现"原创性”.

请结合艺术发展的继承与创新,对这一论断加以阐述.

【答案解析】(1)继承和创新是促进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艺术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继承性的,这种继承

性,反映着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连续性。后一时代的艺术必然要在前一时代艺

术的基础上得以发展。(6 分)

(2)艺术的历史继承性,首先表现为对本民族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受,以及对其他民族和

国家优秀文化与艺术成果的吸纳,尤其表现在对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

作方法等方面的继承上.(7 分)

(3)艺术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过程。 为了创新,就要坚持批判

的原则,对过去的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又要坚持在艺术内容、艺术形式、

艺术语言、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创造,不断适应新时代人们对于审美文化和艺术的需求。

(7 分)

注:结合艺术现象或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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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艺术接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第三章的内容考点：艺术接受，艺术接受这个考点，我们看下面表格的分值，

论述题 25 分。

年份

题型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论述题 25 分 25 分 25 分 25 分 25 分

1. 艺术传播的涵义

值得是艺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艺术信息在社会系统中的运行。艺术传播具有公共化与个人化

相互交融的特点。它借助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艺术信息传递给艺术接受者，使其得到扩展。

2. 艺术传播的要素

构成艺术传播的五个要素是艺术传播主体、艺术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和传播效果。

艺术传播主体即艺术传播者，是指艺术传播活动中控制与发送艺术信息的人或机构。艺术传播内

容是指通过传播媒介传送的艺术信息。传播媒介是用来承载并传递艺术信息的载体和渠道。受传者是

指艺术传播活动中接受到艺术信息的受众。传播效果是指艺术信息在传播活动中产生的效应及其对受

传者的影响程度。

3. 艺术传播的方式

艺术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历史上先后出现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有：现场表现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和大众传播方式。

(1)现场表演传播方式。现场表演传播方式，是指传播者与受传者面对面进行艺术信息传播的方式，具

有沟通直接、手段多样、反馈及时、互动性强等特点。如戏剧、音乐会等。

(2)展览性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是指在一定的场所陈列艺术作品，供观众直接接受艺术信息的

传播方式。如在美术馆、博物馆或广场等举办的画展、雕塑展等。

(3)大众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方式，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大规模艺术信息传

播活动的方式，主要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

4. 艺术鉴赏的性质

艺术奖赏是一种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以受众为主体的欣赏活动，是接受者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对

美术作品的价值、属性的主动选择、吸纳和扬弃。它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再创造活动。具体表现在：第

一，艺术作品必须经过鉴赏主体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才能真正实现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第二，鉴赏

主体对艺术作品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能动的再创造;第三，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艺术鉴赏

同艺术创作一样，也是人类自身主体力量在审美活动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实现。

5. 艺术鉴赏的主体能动性

(1) 对艺术作品审美娱乐属性的享用。

(2) 对艺术作品审美认知属性的认知。

(3) 对艺术作品文化价值的阐释。

(4) 对艺术作品形象或意境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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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美期待

审美期待是艺术鉴赏的准备阶段，指接受主体在欣赏之前或欣赏过程之中，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

既成的结构图式，它使接受者具有审美需求，并希冀在欣赏中得到满足。

审美期待可分为形式期待、意象期待和意蕴期待。形式期待指形式鉴赏者由于艺术作品的类型或

形式特征而引发的期待指向;意象期待指接受者由于作品中特定的意象或形象而引发的期待指向;意蕴

期待指接受者由于作品呈现的深层的审美意蕴、人生哲理和情感境界而引发的审美期待指向。

7. 艺术鉴赏流程

鉴赏流程包括直觉与感知、体验与想象、理解与创造。

(1)直觉与感知。艺术直觉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于审美对象具有一种不假思索而即刻把握与领悟的

能力。审美感知是指人们在注意审美对象形式特点的同时，也已开始关注审美对象的意义。鉴赏活

动往往是在直觉与感知的心理基础上开始的，它将使鉴赏者完成对作品形式美的注意和对其意义的

初步感受。

(2)体验与想象。在鉴赏活动中，主体以自身审美经验为基础，潜入作品情境之中进行审美体验，不断

推进与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由于审美想象和联想的展开，鉴赏者可以与作品或

艺术家进行交流，洞察其深层意蕴，并逐渐生成审美愉悦。

(3)理解与创造。理解既包括对于作品的形象、情境、形式、语言的审美认知，也包括对于作品整体价

值的追寻。艺术鉴赏的结果是接受者审美再创造的完成。鉴赏者对于作品中形象、情境、典型和意

境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审美再创造的结晶。

8. 审美效应

审美效应主要表现为共鸣、净化和领悟。

(1)共鸣。共鸣是指在鉴赏过程中，接受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及人物命运所打动，从而形

成的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不同时代、阶级、民族的鉴赏者，在鉴赏同一部作品中，可能会产

生相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也可称作共鸣。

(2)净化。净化是指接受者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和共鸣的产生，使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调节、人

格得到提升的状态。

(3)领悟。领悟是指接受者在鉴赏艺术作品时，由此引发的对于世界奥秘的洞悉、人生真谛的彻悟以及

精神境界的升华。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效应。

9. 艺术批评的性质

艺术批评是根据一定的思想立场和美学原则、理论体系，对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一切艺术现象进

行理性分析和审美判断的创造性文化活动。

10. 艺术批评的类型

在艺术批评史上出现过多种批评形态，主要都是围绕“客体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

“读者(接受者)”等艺术活动要素进行的。

(1)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立足于“客体世界”来评价艺术，强调艺术作品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

打上这个社会历史生活的深刻反映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如 19 世纪法国丹纳在其《艺术

哲学》中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出发，进行艺术批评。

(2)心理学批评。心理学批评从创作主体——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入手来评价艺术。它既可以从艺术家的

创作动机、创作中的心理活动来理解艺术作品，也可以从艺术作品中折射出的心理因素出发来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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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心理状态。如 20 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和艺术

作品。

(3)文体批评。问题批评认为艺术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其意蕴和魅力需要从文本去寻求。尤其

注重艺术作品的文本语言和物质媒介。如 20 世纪西方符号学强调对艺术作品本身或艺术符号的研

究。

(4)接受批评。接受批评模式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活动，认为观众、听众和读者的接受过程才

是艺术研究的中心所在。这种模式突出了接受者在鉴赏艺术作品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在德国的以绕斯和伊赛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和

艺术史。

11. 艺术批评的功能

(1) 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阐释，评判其审美价值。

(2) 通过将批评的信息反馈给艺术家，对创作产生影响。

(3) 通过批评的开展，对艺术接受者的鉴赏活动予以影响和指导。

(4) 通过艺术批评，协调艺术与意识形态其他领域的关系，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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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们总结的模拟题，我们可以进行练习下，掌握上面的知识，下面的题都能做对，那么 25

分就拿到了。

【历年真题】例 1.结合实际，分析艺术批评的基本功能。

【答案解析】从总体上说，艺术批评的基本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和阐释,评判其审美价值。(5 分)

(2)通过将批评的信息反馈给艺术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5 分)

(3)通过批评的开展，对艺术接受者的鉴赏活动予以影响和指导。(5 分)

(4)通过艺术批评,协调艺术与意识形态其他领域的关系，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5 分)

注: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历年真题】例 2.结合具体个案，分析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及其特点。

【答案解析】艺术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历史上先后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网络传播等方式。 (5 分)在

现代社会中艺术传播的主要方式有:

(1)现场表演传播方式,是指传播者与受传者面对面进行艺术信息传播的方式，具有沟通直接、手段多

样、反馈及时、互动性强等特点。(5 分)

(2)展览性传播方式，是指在一定的场所陈列艺术作品,供观众直接接受艺术信息的传播方式。(5 分)

(3)大众传播方式,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大规模艺术信息传播活动 题的方

式，主要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网络等。(5 分)

注: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历年真题】例 3.结合自身艺术鉴赏经验，阐述审美效应的主要表现。

【答案解析】审美效应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1)共鸣指在鉴赏过程中，鉴赏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及人物命运所打动，从而形成的种强

烈的心灵感应状态。 不同时代、阶级、民族的鉴赏者,在鉴赏同一部作品时可能会产生相同或相近

的审美感受，也可称作共鸣。(5 分)。

(2)净化,指接受者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和共鸣的产生,使情感得到陶冶、精神得到调节、人格得到提

升的状态。(5 分)

(3)领悟,指接受者在鉴赏艺术作品时引发的对世界奥秘的洞悉、人生真谛的彻悟以及精神境界的升华。

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效应。(5 分)

注:结合自己体会阐述,例证适宜,逻辑清楚,表达流畅,酌情再给 1~10 分。

【历年真题】例 4.结合个人体验，阐述艺术鉴赏的具体过程。

【答案解析】艺术鉴赏流程包括 3 个方面:

(1)直觉与感知。艺术直觉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于审美对象具有一种不假思索而即刻把 封握与领

悟的能力。审美感知是指人们在注意审美对象形式特点的同时，也已开始关注审美对象的意义。鉴

赏活动往往是在直觉与感知 线的心理基础上开始的，它将使鉴赏者完成对作品形式美的注意和对

其意义的初步感受。(6 分)

(2)体验与想象。在鉴赏过程中，主体以自身审美经验为基础,潜人作品情境之中进行审美体验,不断推

进与作品中所包含情感的交流与融不合。同时由于审美想象和联想的展开，鉴赏者可以与作品或艺

术家进行交流,洞察其深层意蕴,并逐渐生成审美愉悦。(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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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与创造。理解既包括对于作品的形象、情境、形式、语言的审美认识,也包括对于作品整体价

值的追寻。艺术鉴赏的结果是接受者审美再创造的完成。鉴赏者对于作品中形象、情境、典型和意

境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审美再创造的结晶。(6 分)

注:结合个人艺术鉴赏体会的实例，进行一定的分 题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

情给 0~7 分。

【历年真题】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艺术家要自觉地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

先行者、先倡者。请结合实例，论述新时代艺术家应具有的修养和能力。

【答案解析】注：结合艺术现象或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1)艺术家应具有的修养：

①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先进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决定了艺术家正确的创作态度.影响着作品的品

位。

②广博的知识。艺术家应具有自然、社会、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③深邃的思想。伟大的艺术家也是思想家.对客体世界有着独特深刻的理解。

④丰富的情感和独立的人格：艺术家对客体世界产生的情感体验比常人更加敏感和丰富.同时也能

够用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坚持自我。(10 分)

(2)艺术家应具有的能力：

①敏锐的感知能力。敏锐的感知能力是艺术家重要的素质·这是艺术创造的开始。艺术家应该具

有敏锐的观察、体验与感知能力。

②丰富的想象力。艺术家对通过感知获得的信息素材进行加工，通过想象创作出新的审美意象的

雏形。这比感知能力更能代表艺术创作的特性。

③精湛的艺术技巧。艺术家必须运用一定的艺术语言和专业技巧，才能够把构思转化为作品。

(10 分)

【历年真题】例 6.结合具体艺术作品,阐述意境的美学内涵。

【答案解析】

(1)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范畴意境是艺术作品中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是艺

术中主客观因素的有机统一。意境中既有来自艺术家主观的“情”,又有来自客观现实升华的“境”,

“情”和“境”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境中有情,情中有境.(5 分)

(2)艺术意境一般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意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5 分)

2.意境是一种有限无限的超越美。(5 分)

3.意境是一种不设不施的自然美。(5 分)

注:结合具体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酌情给 0~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