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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编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注意吸收我国近年来文艺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但内容体例
有所突破、叙述风格有所创新，而且将文艺社会心理学、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等相关领域纳入研究视野
，从而使论述范畴更全面，论述内容更丰富。
    本教材特别设计了“重要理论家”、“相关链接”、“延伸阅读”等专栏，更好地帮助读者拓宽思
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理解本书内容。
    学习本教材，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文艺心理学的各方面知识，运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
批评方法评论和研究文艺创作、文艺作品以及文艺接受中的各种审美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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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文艺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背景与方法     第一节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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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论  第九章 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文艺心理    第一节 文艺心理学的新进展    第二节 媒介革命、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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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编 总论第一章 文艺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背景与方法 第一节 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
背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笼统地说，就是研究古今中外的审美艺术心理活动，其核心是研究文艺活
动中具体的、感性的、活动着的人及其心理情感与心理意象，其着眼点是文艺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的
心理体验。
具体说来，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文艺活动主体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活动。
包括艺术家的人格心理、创作心理；艺术文本的心理蕴涵，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中的心理
活动；艺术欣赏、接受与批评的心理规律，艺术家、作品与受众三方互动之心理机制；文艺活动的社
会、民族、文化心理等。
同时，文艺心理学还要研究文艺、审美活动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等一系列课题。
过去的文艺心理学对文艺的社会文化心理关注较少，本书对此进行了较多关注和讨论。
文艺心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自从文学艺术诞生，文艺的心理活动就伴随着它一道产生。
在长期的文艺审美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积淀，留下了相当厚重的思想资源。
中外古今的大量研究成果，构成了文艺心理学学科的丰厚深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
对此，我们应主要了解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其一，西方古典文艺心理理论与审美实践；其二，
西方近代心理学诞生以来的文艺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成果；其三，中国古代广博丰富的文艺心理理论和
创作接受实践；其四，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学科形成、建立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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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文艺心理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
它是一门运用心理学和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来研究古今中外的文艺活动和文艺现象的重要学科。
其研究对象是审美主体在各种审美体验中的心理活动，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中的心理机制。
就课程结构而言，它主要涵盖了文艺家在文艺创作中的心理运演过程、文艺作品中的心理蕴涵、文艺
接受中的心理规律以及文艺心理与社会心理的关系等一系列课题。
文艺心理学是一门有着丰富历史资源以及深厚学术积淀的学科。
同许多现代学科一样，文艺心理学并非一门封闭的、已完成的科学。
它有着极强的开放性与I实践性，其生命力正是根基于同文艺实践的互动与对话。
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我们不仅要注意掌握学术史上已有的经典论述，更要关注新时代、新条件下的学
科知识的生成。
同时，基于其学科特征，文艺心理学对学习者有着双重吁求：一方面作为学术研究，它有很强的理论
性，对学习者的理论和逻辑能力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文学艺术学科，它又富于生动丰
富敏锐的感性特征，对学习者的审美艺术感知能力有所要求。
文艺心理学与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密切相连，学习者可以直接运用学到的知识来对文艺作品的创作和
接受进行批评或研究。
文艺心理学素养的提升注定是一个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绝无终南捷径可寻。
学习者只有在文学艺术审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陶冶、涵养、生成和培植高尚美好的审美心理感知能力
，才会真正有机会一窥文艺心理学之奥妙。
并由己及他，进而为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文化素养作出自己的贡献。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习者应当掌握文艺心理学的总体理论构架和基本知识，并能熟练运用文艺心理
批评的基本方法，来评论和研究文艺创作、文艺作品和文艺接受中的审美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并对
当代社会转型期的文艺现象、文化现象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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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文艺心理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文艺心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