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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专为艺术考生考取硕士研究生、专业理论课考试获取高分而编写的考试备考用书。
在编写思路上，我们本着“一切为方便考生考取高分”的宗旨进行：    梳理重点必考知识点：摒除一
般艺术类基础史论参考书目或指定教材复杂冗长的叙述，综合汇编所有权威考试教材重点的、必考的
知识点。
    最大化降低记忆强度：精简实用，字字要点，条目排列，让考生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最需要
的地方；花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多的分数。
    强化标注重点关键词：对考生容易混淆、忽视的地方作特别标注，重要考点用★标记；考点关键词
用粗体字标注；核心要点用标出，让考生一眼就能发现考点、重点所在。
对于这些标注处，考生要投入更多精力复习。
    按记忆线索归纳考点：归纳众多有联系的考点，让考生按照时间线索或逻辑线索在联系和比较中牢
记考点，实现考前突击高效背诵。
    多种作答拓宽解题思路：对一部分题目给了几种不同的答案，或者对相同问题提供几种不同的问法
，供考生训练变化，组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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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包豪斯的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在设计史上的作用是重要的，包豪斯建立了整套设计教学方法和体系
，重视科学技术和艺术在课程中的结合，给后来的艺术设计教学体系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包豪斯遵循的设计思想和实践观点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形成了理性主义的设计原则，开创
了面向现代工业的设计。
包豪斯是工业设计史、现代建筑史、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艺术设计作为一门学科确立
的标志，是现代设计的摇篮。
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原因，包豪斯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对于人的心理需求重视不够，缺
少对人的情感的关注。
7.沃尔特·格罗佩斯格罗佩斯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建筑师家庭，青年时代曾在柏林和慕尼黑学习建筑。
1907年起在贝伦斯的事务所工作，1910年与迈耶合伙在柏林开设建筑事务所，并于次年合作设计了采
用大片玻璃幕墙和转角窗的法古斯工厂。
1919年，格罗佩斯在德国魏玛创建了国立建筑学校，简称包豪斯，其目的是培养新型设计人才。
学校重视基础训练，逐渐形成以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为特色的基础课程。
学校主张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动手能力与理论素养并重，强调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提倡在掌
握手工艺的同时了解现代工业的特点并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来进行设计。
1925年，由于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包豪斯迁往德绍，格罗佩斯提拔了一些优秀的教员，完善了教学
计划和设施，并设计了新的包豪斯校舍。
1928年，格罗佩斯迫于各种压力，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
1937年，格罗佩斯到美国哈佛大学任建筑系主任，并创立了协和设计事务所。
格罗佩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设计师、设计理论家和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他对20世纪现代设计的影响是
难以估量的。
8.米斯·凡·德·罗德国重要的设计大师，包豪斯的第三任校长，1907年，他与格罗佩斯一同在贝伦
斯的事务所工作，受到贝伦斯的很大影响。
192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功能主义经典口号：“少就是多”，提倡纯净、简洁的建筑表现，并设计了巴
塞罗那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突出地运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乎全部基本特征，简单、功能主义、理
性主义和减少主义的形式，加上为这个建筑设计的家具，特别是著名的现代主义经典椅子——巴塞罗
那椅子，充分表现了德国的民族文化精神，成为现代设计史上的一座丰碑。
作为包豪斯的第三任校长。
他首先结束了学校长期受到泛政治思想干预的状况，努力把学校改造为一个单纯的设计教育中心。
1938年，米斯移居美国，任伊利诺理工学院建筑系教授。
他奠定了明确的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并影响了几代现代建筑师和设计师。
9.“少即是多”“少即是多”，“少”是针对当时建筑界仍很流行烦琐的古典装饰手法而提出的，因
为古典的烦琐装饰阻碍了建筑的工业化进程；“多”则揭示了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可能创造出来的建
筑上简洁而丰富的效果和最大的使用空间。
米斯·凡·德·罗倡导建筑设计应立足“少即是多”的功能主义美学思想，最善于用钢架和玻璃表现
技术的完美，是现代摩天大楼设计的开创者。
米斯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奠定了明确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并影响了几代的现代建筑和设计师，可
以说“米斯的原则改变了世界都会三分之一的天际线”。
10.保罗·克利保罗·克利（1879-1940），著名画家、抽象派绘画大师，包豪斯基础课教学的奠基人之
一。
1920年受格罗佩斯之邀到德国魏玛的包豪斯当基础课教师。
在包豪斯开设自然现象分析，造型、空间、运动和透视研究等课程。
克利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理论课和基础课、创作课联系起来，使学生得到最大的启发。
11.莫霍尔·纳吉纳吉出生于匈牙利，早年以绘画和平面设计为主。
纳吉于1921年来到包豪斯，1923年接替伊顿的职务，负责包豪斯的基础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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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强调形式和色彩的理性认识，注重点、线、面的关系，通过实践，使学生了解如何客观地分析两
度空间的构成，并进而推广到三度空间的构成上，这就为设计教育奠定了三大构成的基础，也意味着
包豪斯开始由表现主义转向理性主义。
与此同时，纳吉也在金属制品车间担任导师，致力于用金属与玻璃结合的办法教育学生从事实习，为
灯具设计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在这里出现了许多包豪斯最有影响的作品。
他努力把学生从个人艺术表现的立场转变到比较理性的认识，科学地了解和掌握新技术和新媒介，他
指导学生制作的金属制品都具有非常简单的几何造型，同时也具有明确、恰当的功能特征和性能。
包豪斯解散后，纳吉于1937年在美国芝加哥成立了新包豪斯，作为原包豪斯的延续，将一种新的方法
引入了美国的创造性教育。
新包豪斯后来与伊利诺理工学院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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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设计史》：艺硕名师编写 权威机构推荐精解考试大纲 透析复习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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