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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艺术概论                  课程代码：1311212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必修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48学时/实践 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艺术概论》是美术学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它概括、简明地讲述艺术的基础

理论，艺术起源、特征和根本性质，艺术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艺术的功能，艺术教育的发

展等。阐述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之间的基本问题。本课程对于培养大学生全面的艺术常识、

较高的艺术修养以及增强人文素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建构科学、专业的知识体系，认识

艺术在教育中的价值呈现和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学习本门课程对学生后续创作、教学及综

合分析评价均具有重要意义。 

 

三  课程目标 

《艺术概论》是美术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理论必修课，它在为学生提供作为未来美术

教师所需要的艺术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也为艺术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通过对《艺

术概论》的学习，了解《艺术概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明确学习《艺术概论》的

意义，正确理解艺术活动的起源、发生、发展的规律；了解艺术各门类专业的语言、审美特

征，初步培养学生运用《艺术概论》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认识艺术活动，社会现象等，并能进

行客观、理性、科学的评价，为进一步学习其它艺术课程及服务后续教学打好基础。 

知识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了解艺术的起源、发生和发展规律，以及艺术的社会功用，在文化

中的地位，艺术教育的发展及未来，了解不同艺术种类的内容、语言特征及审美规律。了解

各门类艺术创作的语言选择和主题表达。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和鉴赏、评价并实施于具体的

教育活动中，解决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和养成，提高综合素养。 

能力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培养学生基于创造性思维的思辨能力和应用

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和对艺术的一般性理解和研究能力,提高学生对不同绘画形

式语言的理解和把握，并能够结合不同的艺术语言进行创造和表现，提升鉴赏、评价、教学

的能力以及结合美术史知识展开自主表现和创作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质目标 

通过本门课程学习，形成艺术学习的核心素养与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对不同艺术作品展



开解读和鉴赏的能力，并通过语言的差异选择美术表达的方式和主题，并养成较高的专业美

术素养。拓宽知识架构，提升文化品位，培养教学的专业素养。 



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艺 术 的 起

源、性质、

特征及艺术

教育的价值

功能 

1.艺术作为认知方式的特征、性质和

缘起； 

2.认识艺术教育与艺术的社会功能

的关系； 

3．掌握艺术教育的社会学意义及艺

术教育的对教育的作用与价值； 

4．艺术教育的实施路径与方法。 

1.关于艺术起源的五种论点、内容、代

表人物、主要观点及认识； 

2.关于艺术的本质性探讨； 

3.艺术的特征及发展规律； 

4．艺术的功能及社会价值； 

5．艺术教育的发展和学科知识的认知与

建构。 

1.艺术起源五种学说； 

2.艺术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3.艺术的社会功能、地位和

艺术教育； 

4.艺术教育的现代价值和

实施路径。 

8 0 

2 
艺 术 种 类

（门类论) 

1.掌握门类划分的依据； 

2.掌握造型艺术的种类、基本语言、

技法和具体的代表作品； 

3.学会基本的艺术语言表达和创造； 

4.培养艺术语言的鉴别和艺术作品

的解读能力 5.培养学生的艺术教育

素养。 

1.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艺术内容、

形式、语言； 

2.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及艺术教育的实

践应用； 

3.造型艺术的教育开发与实施途径。 

1.造型艺术的语言特征、形

式表达、审美倾向、主要代

表； 

2.造型艺术的教育开发和

应用研究。 

12 0 

3 艺术创作论 

1.艺术创作的方法； 

2.掌握艺术创作中的语言选择及文

化意义； 

3.培养创新意识与艺术创作在美术

教学和艺术鉴赏中价值和作用。 

1.艺术创作的方法和过程； 

2.艺术创作中的语言选择和主题表达的

关系； 

3.关于美术表现的形式技巧； 

4.关于美术作品的价值生成； 

5.美术创作的形式探索。 

1．美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

的关系； 

2.艺术表现中的语言和主

题之间的关系； 

3.艺术教育中的审美创造。 

8 0 



4 艺术作品 

1.艺术作品的价值和语言识读技巧

与方法； 

2.掌握艺术语言的结构关系和文化

内涵； 

3.艺术作品的美学解读与流派划分。 

1.艺术作品的定义、内容与形式； 

2.艺术作品的语言特色与主题研究； 

3．艺术风格的形成及流派的意义与区

分； 

4.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品的美学解读； 

5.艺术作品的教育价值探究。 

1.艺术作品语言解读和主

题与形式关系； 

2.艺术作品的文化蕴含与

语言的视觉关系； 

3.艺术流派与风格的社会

认知与价值判断； 

4.艺术作品的教育方法创

造。 

12 0 

5 艺术接受论 

1.美术作品的欣赏方法 2.学生的艺

术鉴赏能力； 

3.美术批评的方法论。 

1.中外优秀艺术作品赏析与批评； 

2.美术批评的方法、形式、内容； 

3.美术鉴赏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实现。 

1.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的

关系； 

2.美术批评的意义和价值； 

3.美术批评的教学应用。 

8 0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分组讨论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艺术概论》是一门理论性和知识性均很强的课程。是研究各种艺术现象、探索和揭示

各种艺术活动共有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概念、范畴、问题的科学。教学应将艺术的原理

与具体的艺术相结合、进行多媒体教学。向学生系统的阐述艺术发展之普遍规律，结合作品、

授课内容、适当采取主题讨论的方式，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辅之以课内外讨论和外出参观考

察，开展高层次的学术讲座及学术讨论等丰富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动手能力。教学采

用侧重创新应用能力的动态评价，为学生的美术创作、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教学评价与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以实践应用为主，在掌握《艺术概论》的基础知识的

同时，侧重能力培养的动态评价，有效检测评估学生对各种样式和风格的中外美术作品的分

析与鉴赏能力，美术知识的系统化掌握水平，美术现象的识读与研究能力、较强的美术理论

教学能力、为基础美术创作、批评、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建议试卷考核评价占 70%，

能力评价占 30%。综合评价以实践应用为主的考评方式。 

 

七  教材选用及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艺术学概论》.彭吉象.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 

主要参考书 

[1]《美术概论》.王宏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 

[2]《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   

[3]《当代美术批评视野：批评与自我》.贾方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 

[4]《美术概论》.邓福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 

[5]《中国古典美学》.曾祖荫.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年  

[6] 《美的历程》. 李泽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1 年 

[7]《艺术概论》.孙美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8年 

[8] 《美学十五讲》.叶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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