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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全国各类高职高专院校的大学生学习美学所编写的一本普及性的基础理论教材，是一本立足
当代视野、以全新体例编撰的高校美学基础课程教材。
考虑到阅读对象的特点，本书在阐明美学的基本原理后，重点放在审美实践的运用上。
因此，与学员审美活动关系密切的话题，如怎样欣赏自然美、人体美，怎样营造生活美，怎样提高对
艺术美的鉴赏能力等方面，尽量多讲些，并增添了较多实例和图片，力求将深奥枯燥的理论深入浅出
，阐述得具体生动、易于接受。
而对于美学界争论不休的理论难点，则采取比较客观的介绍，以供学员独立思考研究。
全书观点新颖，论述细致，个案分析具体，表述流畅。
书中附有关于重要美学家、美学现象、美学流派或者一些前沿问题的讨论等插文，这是专为学生更加
真切地进入审美活动的诗性天地而特别设计的。
这些“插文”具有采光的效果，让学员获得一种通透和开阔的视野。
为照顾到理工科学员及同等文化学历者自学的方便，本书在理论阐释、行文用语时，力求清晰通畅、
通俗易懂。
本书由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孟唐琳、窦俊霞主编。
本书的绪论和第一章由平顶山学院的马亚敏和赵依晗编写；第二章到第八章由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孟唐琳、李学军、窦俊霞、张健、王云霞、薛大平和开封大学的苗靖老师等参与编写；第九章和第
十章由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王三明编写；全书由孟唐琳和窦俊霞进行统稿，李学军协助统稿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化学工业出版社和有关院校的领导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表示我们的
敬意和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和时间限制，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给予
批评和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基础>>

内容概要

本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向大学生介绍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及其成果，主要介绍美学的由来与发展，
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美学研究的任务与方法，美的生成机制，审美活动的本质和特征及中西方美
学等，内容全面、系统、合理、科学。
    本书可以用作高职高专院校文学、哲学、艺术学等专业基础课程教材，也可用作其他专业的通识课
程或文化素质课程教材，还可供其他美学与艺术理论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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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用     四、调节补偿作用   第四节  艺术美的分析     一、美是一种价值     二、美不能以物理手段
观测出来     三、美的基础是感知     四、美的愉悦感来自人类的文化意识     五、美的价值具有超越性     
六、人类文化对其审美对象具有选择性     七、审美价值涵括三个层面     八、性选择是人体美的起点和
终点     九、人体装饰标志着艺术美的起源     十、面相表情可以表现人的性格 第八章  门类艺术美学   第
一节  表演艺术的美     一、表演艺术的含义     二、表演艺术的审美特征     三、表演艺术的审美功能   第
二节  造型艺术的美     一、造型艺术的含义     二、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     三、造型艺术的审美功能   第
三节  语言艺术的美     一、语言艺术的含义     二、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     三、语言艺术的审美功能   第
四节  综合艺术的美     一、综合艺术的含义     二、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及审美功能     三、影视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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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     三、人诗意地栖居   第二节  创造的人生     一、美的创造性表现在对对象世界的精神再造     二、美
的创造性表现在对人生的创造     三、美的创造性表现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创造活动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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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美学研究出现了新趋势：对美的本质的探求日益
让位于美感经验的研究，美学作为美的哲学现在日益让位给审美心理学，美学从重点研究美转为重点
研究美感。
什么叫做美感或美感经验呢？
美感是人们对美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的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生活中所引起的满足感、愉快
感和幸福感，外物的形式契合了内心的结构所产生的和谐感，暂时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后精神上所得到
的自由感。
美感是特殊的瞬间性人生经历，代表着人生意义的瞬间生成。
这看起来有点神秘，但其实在每个人都不陌生。
读一首敲击心扉的小诗、看一方生养于斯的水土、见一巧笑倩兮的佳人、听一支美妙悠扬的乐曲，甚
至漫步花园时为一阵袭来的芳香所陶醉，所有这些都是美感的真实存在。
如同美一样，美感在日常语言和理论语言中有非常复杂的意义，往往是模糊的和歧义的。
人们一般将美感分成狭义的美感和广义的美感。
狭义的美感是指具体的审美感受，即美感的心理结构及其运动方式，它表现为主体在欣赏美的对象时
综合的心理反应。
这是审美心理现象中的相关于感觉的个别环节。
人们描述这种审美感觉时把它作为感觉的一般特性，同时也指出它作为审美感觉而不同于一般感觉的
特性。
广义的美感则是指人类的审美意识系统，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审美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
展起来的审美心理结构、心理功能、心理活动和观念形式的总和。
具体包括审美能力、审美需要、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审美态度和审美感受等，因此它可以等同于整
个审美心理。
但现代审美心理的研究具有十分宽广的领域，除了实验心理学外，如精神分析理论、格式塔学说和人
本主义心理学对于审美心理都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认识美感，既要对美感的心理活动探幽烛微，又要把审美意识系统还原到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中，去
研究美感的来龙去脉。
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美感，准确把握审美活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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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基础》：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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