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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1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成立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有关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
知》（高教函[2005]25号），经过调整，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
指委”）由下列人员组成：孙汝建（主任委员）、严冰（副主任委员）、郭冬、时志明、曹千里、王
金星、杨群欢、王箕裘、韦茂繁、陈江平、李丽、张玲莉。
“教指委”成立以来，始终把教材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设立了专业建设分委员会、师资培训分委员会、实训基地建设分委员会。
由主任委员兼任专业建设组组长、专业建设分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包括教材建设在内的文秘专业建
设研究和指导工作。
委员会先后召开了五次委员会会议；举办了三期全国文秘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班；建立了全国高职高专
文秘专家库并开展研讨活动；承担教育部课题“文秘专业规范研制”的研究；在全国高职高专遴选和
建设了三批教指委精品课程；设立了三批文秘专业研究课题；举办了两届全国高校文秘技能大赛；对
全国六百多所高校的文秘专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等等。
“教指委”始终把教材的研究与开发作为主线贯穿在这些活动中，并多次组织专题研讨，在认真调查
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
材36种，由主任委员任总主编。
经过网上公开招标、委员投票，该套教材由国家一级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9年8月24-27日，由“教指委”主办、重庆大学出版社承办的本系列教材主编会在重庆召开。
会议期间，主编们就高职高专文秘专业课程设置、教学目标以及本系列教材编写指导思想、编写原则
、体例和编写队伍组成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达成了以下共识：1.根据我国高职高专
文秘专业各方向的培养目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以及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的考
证要求、用人单位对文秘人才的需求，构建编写大纲、选择编写内容、设置编写栏目。
2.教材编写以文秘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基础知识、基本职业能力、核心职业能力为依据。
3.教材使用对象以高职高专学生为主体，兼顾文秘培训和秘书行业的社会需求。
4.教材内容以“够用为度，适用为则，实用为标”为原则，给课堂教学留有发挥空间，突出主要知识
点，实训举一反三，紧扣文秘岗位实际，表达准确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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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类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指导下，为高职高专编写的美学美育课教材。
全书共十章，主要包括美学的旨归、实用美学与形式美、人的美、服饰美、居室装饰美、饮食美、风
景美、艺术美及其欣赏等内容。
针对当代大学生亟待解决的美学缺失的问题，为加强高职高专学生的美学修养，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的需要，本书打破了传统美学的编写体系，体现了较强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本书还可供美学与美育爱好者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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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美学的旨归美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aesthesis（音译为“埃斯特惕卡”）。
最初的意义是“对感观的感受”。
直到19世纪，美学在传统古典艺术的概念中通常被定义为研究“美（Schfinheit）”的学说。
现代哲学将美学定义为认识艺术、科学、设计和哲学中认知感觉的理论和哲学。
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从德国18世纪的哲学家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登开始的，他的《美学
（Aesthetica）》一书的出版标志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
但它的产生建立在自古希腊以来历代思想家关于美的理论探讨之上，是以往美学理论的体系化、科学
化。
而古希腊以来的美学理论探讨又建立在人们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基础之上，是人们审美活动的哲
学反思。
那么，究竟什么是美学呢？
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以对美的本质、意义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题的学科。
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研究美、美
感、美的创造及美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它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意识
，美感经验，以及美的创造、发展科学。
简单地说，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学问。
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也不单纯是日常的美化活动。
二、学习美学的意义美学是人类社会实践、审美实践、创造美实践的产物，是对人类、个体的历时性
、共时性审美、创造美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它对于推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开展
美育，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改造社
会，美化生活，完善人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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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美学》：教育部高职高专文秘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材·文化素质教育系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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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