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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艺术课是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实施美育的主
要途径，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是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主渠道与中心环节。
1999年国家教育部文件要求将《交响音乐赏析》课程纳入普通高等学校限制性选修课，有条件的学校
可作为必修课。
并明确规定一学期授课17周，周课时为2学时。
2002年国家教育部令第13号文《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最高教育行政法规性文件）要求“各级各
类学校应当加强艺术类课程教学，开足开齐艺术课程”，“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开设艺术类必修课或者
选修课”。
2006年为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学工作，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又一次印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并明确规定《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
》、《戏剧鉴赏》、《舞蹈鉴赏》、《书法鉴赏》、《戏曲鉴赏》等为艺术限定性选修课。
任意性选修课分为三类：一是艺术史论类如《中国音乐简史》、《外国美术简史》等，二是艺术批评
类，三是艺术实践类如《合唱艺术》、《DV制作》等，规定在校大学生至少要取得艺术类课程2个学
分方可毕业。
但目前全国普通高校的艺术教学工作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是公共艺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
二是教材建设问题，三是基本教学环境（经费与设施）问题，工作十分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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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介绍了艺术学的一般原理，下编介绍各门艺术的基础知识，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艺术门类。
一方面注意自身的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同时，兼顾大学生的兴趣与爱好。
     本教材是针对目前普通高校工科、理科、文科大学生的现状与特点，而专门撰写的一本很有实用价
值的教材，同时又是一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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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表人物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席勒和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被称为“席勒－斯宾塞理论”。
这种说法认为，艺术创作或审美活动起源于人类的游戏本能，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人类
具有过剩的精力；另一方面是人将这种过剩的精力运用到没有实际效用、没有功利目的的活动中，体
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
人摆脱了实用的功利目的，才能产生自由的游戏，正是这种无功利的、无目的的自由游戏，推动了艺
术的发生。
喜悦的无规则的跳跃逐渐成为舞蹈，发之于情的声音逐渐成为歌曲。
席勒认为，艺术创作的冲动是以外观为乐的游戏冲动为前提和基础。
人类的过剩精力需要发泄，审美游戏是人类游戏冲动的高级形式。
“审美游戏”是人特有的“幻想游戏”，一旦幻想成为能够运用自由形式的游戏，就成为审美。
审美活动是人运用想象力的自由创造活动，亦即想象力对“自由形式”的运用和观照。
“自由形式”或者说“活的形象”（美），是审美游戏的产品和对象，在审美游戏中，即对艺术的自
由创造与观照的活动中，人性才达到和谐与完整，从而成为“人性的真正扩大和走向文明的一个决定
性的步骤”②。
社会心理学家斯宾塞从心理学角度论证了席勒的理论。
他认为，游戏是剩余精力的发泄，它产生的快感是有功利的。
游戏的快感只在仅仅追求“剩余精力”发泄活动本身的快乐的时候，才可以转化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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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导论》：高校艺术教育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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