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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中等师范学校美术教学
大纲》（试行草案）中的有关规定来编写的。
在编写中考虑到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一个合格的小学教师，应当具有比
较广博的文化历史知识和艺术素养。
因此，《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而且具有一定的系
统性，在教学上的要求也较高。
但是，目前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的学制并不一致，各校的师资力量、学生水平、教学设备等情况也不尽
相同，因此，各校在使用这本教材时，只要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可以根据学制和
本校实际情况适当减少部分教学内容。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的教学内容除重点和难点部分需要由教师讲授外，
其它部分可以通过放映幻灯片、学生自学等方式进行，有些部分也可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
所以并不是《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所有的内容都需要学生完全掌握的。
　　编写美术鉴赏教材，我们还缺乏经验。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的编写和出版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还有待于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
在编写过程中，《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比较广泛地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出版
的有关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史论，以及有关美学论著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书中不再一一
注明。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除中国美术鉴赏中的第五章中国近现代美术，
是约请李松涛同志编写外，其它章节均由中师美术教材编委会编委奚传绩同志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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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美术鉴赏，同学很可能会回想起小学和初中美术教材中的美术作品欣赏。
过去称美术欣赏，现在为什么要称美术鉴赏？
美术鉴赏的性质又是什么？
这是本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美术鉴赏与美术欣赏由于只有一字之差，往往被通用。
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两者之间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区别的。
这主要表现在，鉴赏包含着鉴别和欣赏的意思，而欣赏一般并不包含鉴别的意思。
例如，有人说：他很欣赏西方现代派美术。
这就主要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派美术的充分肯定和赞赏。
虽然在欣赏中有时对于部分东西也会有所鉴别，但是，它在总的方面是采取肯定和赞赏态度的。
然而，如果说，我们要鉴赏一下西方现代派美术，情况就不同了。
首先它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流派的肯定和赞赏，而是要通过对这一流派的艺术主张及其作品所体现的思
想内容、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鉴别后，才能决定对这一流派的美术作品是采取充
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还是采取分析批判以至否定的态度。
所以，美术鉴赏这个概念的内涵要比美术欣赏的概念更广泛，在具体要求上，也更高一些。
这对于未来的小学教师来讲，是应当这样要求的。
他（她）们应不仅能够欣赏一些古今中外的美术名作，同时也能鉴别一些比较复杂的美术作品，以决
定对这些作品所应当采取的态度。
这是美术鉴赏与美术欣赏的主要区别。
　　那么，美术鉴赏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如果从学习文艺理论或美学的目的来谈，美术鉴赏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但是，从
实际进行鉴赏的角度来看，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美术鉴赏是美术作品发挥社会作用
的重要环节。
因为任何一种美术作品，如果仅仅为创作者所占有，并不把它公诸于世，那末，这一美术作品的社会
作用就无从发挥。
在极“左”思潮最猖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被作为封、资
、修的“黑货”封存了起来。
其他作品也少见。
再好的艺术作品也无法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没有艺术创作，也就不会有艺术鉴赏；同样，没有艺术鉴赏，艺术创作也就失
去了它存在的依据，失去了创作的意义。
因此，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是两个前后联结、相互制约的方面。
前者为后者提供对象，后者则是发挥艺术创作的社会作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其次，美术鉴赏和其它艺术鉴赏一样，是人们观赏艺术作品时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
这种精神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一方面是作品本身塑造的艺术形象，把观赏者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具体
的艺术境界，激发起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感情的波涛；另一方面，观赏者又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
生活经验，来理解或解释作品中的形象，有时甚至以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去丰富和补充作品里的艺术形
象的内涵。
例如，当我们鉴赏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大型绒绣《万里长城》等
艺术作品时，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会激起我们思想感情上的种种反映，或兴奋，或崇敬，
或自豪。
⋯⋯中外美术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之所以百看不厌，耐人寻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能不断地激
发起观赏者再创造的兴趣，使他每看一次都有一些新的发现和体会，从而成为人们不断鉴赏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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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是根据一九八二年教育部制订的《中等师范学
校美术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来编写的，供全国四年制中等师范学校试用，也可
供三年制中等师范学校选用，或者作为在职小学教师的进修教材。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采取按教学内容分类编排的形式，全书共有五
个分册，即《美术鉴赏》、《绘画》、《图案》、《手工》、《小学生美术教学法》。
各地教师在使用这个课本时，应参照中师美术教学大纲中“各年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一节，并
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进行教学。
在制定计划中，只要不违背大纲的主要精神，在内容和要求上可以适当的调整。
　　《中等师范学校美术课本：美术鉴赏（试用本）》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教育厅、南京师
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北京教育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美术》编辑部、人民
美术出版社、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北京师范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等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北京、上海、江苏、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浙江、湖南、四川、广西
、甘肃等省市也派出了有经验的教师参加了审稿会，并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者水平所限，时间仓促，书中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希各地在试用中多提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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