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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世界是美妙的，它给人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之后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和提升。
21世纪是信息、科学高速发展、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艺术教育必须融入新世纪时代的激流，满足人
们对艺术及艺术教育的需要与渴求。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实施全面素质
教育，艺术教育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人们认识到，艺术教育不仅对人的自身发展、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艺
术经验更大地丰富人生和焕发出人性中的激情。
从古到今，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始终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给人以希望和力量。
人的才智得以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心灵得以充分地交流与沟通。
艺术对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艺术不仅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展现人的创造性的才能，而且还能够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培养和提高人的
观察力、理解力、感应力、表现力、交流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艺术的世界里，人们能够学习到其他领域学不到的东西，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
艺术世界是一个开阔的空间，艺术的内涵总是不断地得以丰富和扩展的，艺术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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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对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艺术不仅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展现人的创造性的才能，而且还能够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培养和提高人的
观察力、理解力、感应力、表现力、交流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艺术的世界里，人们能够学习到其他领域学不到的东西，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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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段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　　强大的戏剧革新运动，不仅推出了一批上佳作品，也曾
使由于“问题剧”的失宠而造成的危机感大大缓解，剧场和票房一度呈现喜人的景象。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戏剧又陷入困境。
这次危机的成因显得更复杂，更深刻，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大潮把戏剧冲卷到文化市场的大门，社会
对文化消费的要求更重于消费与娱乐。
然而，中国戏剧以“教育一宣传”为根基建构成的原有机制，使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危机实
属难免。
为了缓解困境，文化领导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主旋律”方针的进一步明确化，以及随之兴
起的是诸多名目的调演、汇演和评奖活动等。
这些举措虽然是出于振兴戏剧的良好愿望，实际上却是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共生，不仅未能解决观众
流失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且进一步淡化了演出团体和创作主体的观众意识。
如欲与新的生态环境相适应，戏剧团体的结构模式与管理体制，戏剧的生产方式以及它固有的机制，
都需要进行改造与调整。
这一切都要假以时日，而票房与观众厅的冷清却是刻不容缓，亟待改变。
一方面是强化消闲和娱乐的市场趋势，一方面则是“主旋律”的召唤与导向。
这种种矛盾大大加剧了戏剧从业人员的浮躁情绪，而这种心态又恰恰是与求取生存和发展的意志相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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