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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是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专教育美术欣赏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编写而成的。
考虑到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同时考虑到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开设“美术欣赏”课程的教学时数和学生
对这一课程的爱好与需求不尽相同，所以，作者在构建这一教材的内容结构和课程体系时，除了考虑
到它与现已出版的同类教材应当有所区别且能自成体系外，特别注意了以下4点：　　1学习美术欣赏
，特别着重引导学生掌握美术欣赏的基本方法。
过去，我国民间谈到如何看戏时，有两句俗语：“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
”要学会美术欣赏，也首先要懂得它的“门道”。
这“门道”主要指的是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对于美术欣赏来说，首先了解并掌握各类美术的主要特点，就是掌握美术欣赏“门道”的最简便而有
效的方法之一。
因此，本书从学习和掌握美术欣赏的基础知识入手，然后按照观赏性美术（绘画、雕塑）和实用性美
术（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两大系统，对古今中外美术主要门类和体裁中的代
表作品逐一进行赏析。
它既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美术欣赏的“门道”，又能使学生获得比较系统的中外美术的基本知识　
　2.考虑到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和未来就业和发展的需要，在选择美术欣赏的内容时，特别突出了对
实用性美术的欣赏，这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3.全书采
用讲座的形式，每讲大致相当于1个学时的教学量，且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便于不同教学课
时的学校进行选择，也便于学生自学　　4.美术是一种视觉艺术，离开了具体的图像，很难达到美术
欣赏的目的。
所以，本书根据每讲内容的需要，精选了比较多的作品图版，但为了不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书中的
图版未使用彩印。
为弥补这一缺憾，本书配有光盘，以便学生多少能看到一点美术作品的原貌，尤其是本书难以呈现的
美术作品的色彩，将在使用光盘时得到弥补　　以上4点，既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些主要特点，也是教
师和学生使用本教材时，首先应当注意的几点。
但愿作者的以上一些构想，能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检验　　本书承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杨永善教授审稿，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紧迫，书
中难免存在疏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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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欣赏》以提高高职高专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为编写指导思想.从学习和掌握美术欣赏
的基本知识人手，讲解观赏性美术和实用性美术的主要特点.对古今中外美术的主要门类和体裁中的代
表作逐一进行赏析。
全书共28讲，每讲附有复习题。
《美术欣赏》附有美术作品的光盘，即可强化课堂教学又便于学生欣赏。
《美术欣赏》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
民办高校各专业的公共课和素质教育课的教材，亦可供美术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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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色彩　　在现实生活中，色彩与形体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因为，如果没有颜色，
形体就无法显现。
即使是一条线，如果没有任何颜色，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视觉经验。
同样，如果没有形体，色彩也就无法依托。
因此，形体必然是有色彩的形体，而色彩也只能是有形体的色彩，形体与色彩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家的重要使命是寻求形体与色彩的完美结合，这恐怕就是英国当代著名美学家
克里夫?贝尔一再宣扬的艺术的本质在于寻求“有意味的形式”。
由此可见，色彩与形体一样都是美术最重要的艺术语言。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色彩是一种视觉信息，它是由光刺激眼睛而产生的视感觉。
自然界中的一切色彩都是在日光或白光的映射下形成的。
日光或白光在三棱镜折射下，分解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称为光色。
不同物质对光色的吸收成分和反射程度不同，呈现出复杂的色泽变化。
物质对光色全部或大部吸收则呈黑色，对光色全部或大部反射则呈白色。
一切可视的物质都具有在光照中显示色彩的因素。
红、黄、蓝是物质颜料中不能再分解或不能由其他颜料调和的色，故称“三原色”。
三原色中两者相调会产生橙、绿、紫，称为“三间色”；间色与相邻色再次调合成的色称“复色”；
间色与对立的原色关系称色彩的互补关系或称“补色”，如黄和紫为互补色，绿是红的补色，蓝是橙
的补色。
颜色的固有色称“色相”；色彩的深浅浓淡称“色度”；色彩的冷暖对比倾向称“色性”。
此外，色彩还具有知觉特性、情感性和象征性。
色彩的知觉特性，是指由色彩引发的人的知觉与联想所产生的感觉，这些感觉包括冷与暖、兴奋与安
静、扩张与收缩、前进与后退、华丽与朴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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