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 2022 年硕士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学院名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单元 说明

音乐学院 670 艺术学概论 第三单元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艺术学概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艺术学概论》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音乐与舞蹈学、艺术硕士专业学

位等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艺术学概论是的艺术学重要组成部分，是

音乐与舞蹈学、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等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内容涉及艺术学

相关理论的基本概念、本质属性、艺术发展基本规律、世界文化艺术与民族文化

的关系等相关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分析艺术发展的总体规律及具体

艺术门类的发展规律等相关问题能力，从而为以后更深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艺术学概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艺

术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及发展论等主要内容及其深层的艺术原理，

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等

三、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

绪论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定位

命题学院（盖章）： 音乐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670 艺术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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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研究艺术学理论的意义

学习与研究艺术学的方法

第一章 艺术观念

第一节 艺术观念的演变

一、中国艺术观念演变

二、西方艺术观念演变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念

第二节 艺术的特性

一、马克思论“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二、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

三、艺术的审美特性

第二章 艺术的功能

第一节 艺术功能的理论回顾

一、中国的论述

二、西方的论述

第二节 艺术的主要功能

一、审美认识功能

二、审美教育功能

三、审美娱乐功能

四、审美体验功能

第三章 艺术创作

第一节 艺术创作主体

一、社会角色

二、人文修养

三、心理机制

四、创作个性

第二节 艺术创作方式的特点

一、艺术创作与艺术制作

二、个体创作与集体创作

三、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

第三节 艺术创作过程

一、动因

二、构思

三、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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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作品

第一节 艺术作品的媒介

一、艺术媒介的类别

二、艺术媒介的作用

第二节 艺术作品的形式

一、艺术形式的特征

二、艺术形式的多样化

第三节 艺术作品的内容

一、艺术作品的题材与主题

二、艺术作品的形象与情境

三、艺术作品的意蕴

第五章 艺术接受

第一节艺术接受的主体

一、接受主体的主观条件

二、接受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艺术接受的特征

一、体验性

二、过程性

三、异同性

四、再创造性

第六章 艺术类型

第一节 艺术分类的历史演变

一、历史上的艺术分类方式

二、艺术类型划分原则

第二节 主要艺术类型

一、音乐艺术

二、舞蹈艺术

三、戏剧艺术

四、影视艺术

五、美术

六、设计艺术

七、建筑园林艺术

第三节 各种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各种艺术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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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类型的分化与综合

第七章 艺术的发展

第一节 艺术的起源

一、关于艺术起源的主要学说

二、艺术起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第二节 艺术的发展进程

一、历史上对艺术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艺术发展的相关因素

三、艺术发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八章 艺术的风格、流派与思潮

第一节 艺术风格

一、艺术风格界定

二、艺术风格的类别

三、艺术风格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

第二节艺术流派

一、艺术流派的形成

二、艺术流派的流变

三、艺术流派的影响

第三节 艺术思潮

一、艺术思潮的产生

二、艺术思潮的类型

三、艺术思潮的评述

第九章 艺术批评

第一节 艺术批评的含义与性质、原则和意义

一、艺术批评的含义与性质

二、艺术批评的原则

三、艺术批评的意义

第二节 艺术批评的主体与主体构成

一、艺术批评的主体

二、艺术批评的主体构成

第三节 艺术批评的维度与方法

一、艺术批评的维度或角度

二、艺术批评的方法

第十章 艺术的当代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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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状况

一、艺术中的多样化与本土化

二、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

第二节 创意产业和艺术市场

一、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二、艺术市场与艺术营销

第三节 数字技术条件下的艺术

一、数字技术条件下的美术

二、数字技术条件下的音乐艺术

三、数字技术条件下的舞台艺术

四、数字技术条件下的综合艺术

第四节 当代媒介与艺术传播

一、纸媒介与艺术传播

二、电子媒介与艺术传播

三、网络媒介与艺术传播

考试要求

了解并掌握艺术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了解世界范围内艺术学学科及理

论的发展概况，掌握中西方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及特点。理解中西方艺术学理

论的异同及相互借鉴。掌握艺术学理论横向、纵向各个环节及相互之间的影响。

从美学与文化学角度，理解和认识从艺术创作到艺术接受的全过程。在掌握相关

艺术知识的基础上，正确应用相关原理对艺术作品进行赏析与批评。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艺术学概论》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

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艺术学概论》（2019年1月出版），《艺术学概论》编写组，主编：彭吉象，高等

教育出版社

《艺术学概论》（2010年5月出版），杨琪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艺术概论》（2010年10月出版），王宏建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编制单位：郑州大学

编制日期：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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