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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考前必背手册（客观题部分）

考点一 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高频考点】
美学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从学科性质来看，美学核心方法应当是哲学方法。
1、首先，美学从诞生起就从属于哲学。
2、其次，审美活动是人类最高级、最复杂的精神活动。
3、再次，美学涉及人的生存等本源问题。
4、最后，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所要进行的逻辑推演、抽象思辨和理论提升，都离不开哲学思考。
考点二 美学以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高频考点】
1、马克思的存在论是以实践论为根基的，而马克思的实践论则内在地包含着存在论维度，实践论与存在论的结合，
构成了美学的哲学基础。
2、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人的审美感觉与现实的审美对象都是在实践中双向建构、同步发展的。
3、自由是从美学的哲学基础向美学的内在问题过渡的中介概念，也是从人的实践—存在向审美现象、审美活动过
渡的中介环节。
考点三 马克思的存在论的基本内容和特色【高频考点】
1、始终紧扣现实生活来理解人的存在。
2、始终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思考人的存在。
3、最根本的，马克思是从人与世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达到统一来把握和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的。
考点四 审美发生理论应解决的基本问题【高频考点】
1、审美发生理论应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
①审美活动何时发生？何以会发生？——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审美发生的一般条件与特殊条件;(审美 发生的外
部原因)第二，审美发生的精神动力与内在原因。(审美发生的内部根据)
②怎样发生?——这揭示的是条件与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2、解决办法：第一，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物的分析与研究，确证、推断、重建早期人类审 美活动的发
生、发展过程。第二，借助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探究原始审美活动赖以发生的心理机制。
考点五 审美活动的特殊性【高频考点】
1、人与世界的本己性精神交流。
2、最具个性化的精神活动。
3、有限无功利性与最高功利性的统一。
4、审美活动是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
考点六 审美是有限无功利性与最高功利性的统一【高频考点】
1、审美是一种在自身中排斥直接的功利性，但又在其根底里与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血脉相通的特殊活动。
2、审美活动无功利是说审美活动必须以摆脱直接功利目的为前提。
3、审美活动指向一种整体的、根本的功利性，把人向着完整的自由存在状态提升。
考点七 审美对象形式规律的多样统一原则【高频考点】
1、多样统一是审美对象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规律，是寓多于一，在变化中显统一，在统一中见变化。
2、所谓多样性，是指审美对象所包含的各个物质因素在形式上的区别与差异。
3、所谓统一性，是指审美对象各个部分在整体中彼此关联、呼应的内在关系。
考点八 崇高的审美特征【高频考点】
1、雄伟壮阔的力量之美；
2、社会价值实现的昂扬之美；
3、刚毅坚强的品格之美；
4、恢弘豪迈的尊严之美。
考点九 崇高在体现人生存在实践上的特征【高频考点】
1、崇高体现的是伟大超越的人生境界样态。
2、崇高是对人的理性存在的弘扬，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反思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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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崇高是使人在对无限性追索的人生超越中，体悟到积极向上的审美情感，从而导引人走向崇高的人生境界。
考点十 喜剧的特点【高频考点】
1、喜剧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内容，这种对现实生活内容的反映是以与现实错乱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喜剧有两
种形式，即讽刺与幽默。
2、喜剧具有不和谐、悖谬的形式特征。
3、喜剧的情感表现形式具有以笑为主的特征。
考点十一 西方近代的美学思想【高频考点】
1、第一阶段 (十八世纪中叶前) ：代表人物主要有夏夫兹博里、荷加兹、哈奇生等人。夏夫兹博里认为，人天生具
有审辨善恶美丑的能力，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内在的感官”即常说的“第六感觉”。
2、第二阶段 (十八世纪中叶后)：代表人物有休谟、康德。休谟的特点在于明确地把审美经验归纳为情感活动，把
审美与认识活动区别开来。 康德认为审美经验或鉴赏判断根本特征在于“要求两种表象能力的协调一致，即想象
力和认知的协调一致”。
考点十二 西方现代美学流派【高频考点】
1、科学主义美学：①自然主义美学：乔治·桑塔亚那；②实用主义：杜威；③语义学美学：瑞恰兹；④分析美学：
维特根斯坦；⑤新自然主义美学：托马斯•门罗。
2、人本主义美学：①直观主义美学：叔本华（认为审美经验在根本上恰恰是一种直观或者观审活动）、柏格森、克
罗齐；②解释学美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
考点十三 审美经验的构成要素【高频考点】
1、感知（基础）
审美感知中起主导作用的感官是视觉与听觉，起辅助作用的感官是嗅觉、味觉、触觉。
2、想象（核心）
（1）初级形式：①接近联想：“爱屋及乌”、“睹物思人”、虾的游动会让我们联想到波动的水面。②类似联想。③
对比联想：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2）高级形式：①再造性想象；②创造性想象。
3、情感（最活跃）
4、理解
（1）非概念性特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2）多义性的特点:“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考点十四 审美感知的特点【高频考点】
1、审美感知总是与情感活动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2、审美感知具有积极的选择能力。
3、审美感知总是以完形的方式来把握对象的，因而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考点十五 审美情感在审美想象中的作用【高频考点】
在审美活动中，想象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没有强烈的情感，也就没有活跃的想象。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看：
1、审美情感是审美想象的原动力。艺术想象力的激发离不开情感的作用。
2、情感不仅是审美想象的动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审美想象的对象和内容。
3、情感活动对审美想象的支配和调节，渗透在艺术形象之中，使其染上明显的情感色彩。
考点十六 审美经验的动态过程【高频考点】
1、第一阶段是呈现阶段，指的是主体借助感知对对象的感性特征加以把握，从而使 对象在主体的意识之中呈现出
来。
2、第二阶段是构成阶段，指的是主体在想象等心理要素的作用下，完成审美对象的构成活动。
3、第三阶段是评价阶段，主体要从自己的价值标准出发，对于已经构成的审美表象做出具有普遍性的评价和判断。
考点十七 想象力的作用【高频考点】
1、先验想象力可以打破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浑然一体状态，从而形成审美活动所需要的审美距离。
2、经验想象力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造主体在呈现阶段所获得的原初经验材料，形成关于审美对象的格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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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八 历史上对艺术的定义
1、从艺术起源角度定义
（1）游戏说：康德、席勒、斯宾塞等
（2）生物本能说：德谟克利特
（3）巫术说：泰勒
（4）劳动说：普列汉诺夫
2、从艺术本质角度定义
（1）模仿说：柏拉图，最高发展阶段是现实主义文艺。其合理性在于始终抓住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模仿说的
根本缺陷在于， 一方面它把艺术本质局限于“模仿”世界的认识论范围，而忽视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质；另一方
面它忽视了艺术创造的主体性和表现性。
（2）表现说：由于西方 18、19 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才开始兴起的，
在中国，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体上亦可划入表现说。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即直觉。强调艺术必须以
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其不足是完全回避艺术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无视主体情感的客观根源。
（3）有意味的形式说：克菜夫・贝尔。
（4）符号说：苏珊・朗格，她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是一种非逻辑非抽象的符号，具有表现情感的功能。
3、从艺术功能角度定义
（1）载道说：较早可追溯到孔子，由韩愈完善，柳宗元是代表人物。
（2）娱乐说
考点十九 美育化性起伪的功能【高频考点】
荀子曾以“化性起伪”来解释人性和文化的生成，从中也体现了美育的功能。
“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自然本质及其功能，“伪”则指在自然本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形态和能力。 在荀子那里，
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疾恶（患于恶）、纵欲，需要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于是产生了礼义、法度和艺术等。故
圣人便以诗、书、礼、乐等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伪”。故荀子曰:“化性起伪”，
“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性恶》)
而更广泛意义上的美育，则还包括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注措习俗，所以化性也。”又“故人知谨注措，慎习俗，
大积靡，则为君子矣。”(《荀 子·儒效》)注措指举止行为，习俗指久习成俗，积靡即积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练
习， 使得人的本恶的兽性变成了人性。这些后天的影响无疑包含了美育的功能。
考点二十 美学的学科属性【中频考点】
美学是一门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是哲学方法。美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
实践存在论。
考点二十一 美学的诞生 【中频考点】
1、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以鲍姆加登 1750 年出版的《美学》一书为标志的，鲍姆加登因此被称为“美学
之父”。
2、在中国美学史上，美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 20 世纪。
3、美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人类文化史上正式形成于 18 世纪。
考点二十二 美学的不同哲学基础【中频考点】
1、先验主体论：康德
2、理念论：柏拉图
3、绝对精神论：黑格尔
4、现象学的基本本体论：海德格尔
考点二十三 审美需要【中频考点】
1、审美需要是人所独有的一种具有内在必然性的生命需要，它植根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的独特性质。
2、从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相互区别和联系的角度看，审美需要属于人的一种高级的精神追求，而不仅仅是感
官欲求的享受。
考点二十四 审美趣味的标准【中频考点】
1、必须把审美趣味联系于具体的审美对象，看看依据这种审美趣味所做出的判断是否充分反映了审美对象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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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2、审美趣味作为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必然受到主体审美理想的制约，要提高我们的审美趣味，就要提
高我们的审美理想。
考点二十五 生物本能说【中频考点】
达尔文是“生物本能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动物也有美感能力，例如雌鸟有能力欣 赏雄鸟羽毛的美好。弗洛
伊德认为人的本能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性本能，审美与艺术的活动就是人的性欲升华的一种基本途径。
考点二十六 生物本能说的不足【中频考点】
1、混淆和抹杀了动物的本能活动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间质的区别，以至于把动物的快感等同于人的美感。
2、由于忽视了人的审美活动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从而也就忽视了对审美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根源的探讨。
考点二十七 劳动说【中频考点】
代表人物是普列汉诺夫：“劳动先于艺术，功利先于审美”。
考点二十八 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说” 【中频考点】
1、“劳动先于艺术”。
2、从人的心理本性上来说，他潜在地包含着某种审美的要求，但是，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使这种潜在性转化为现实
性。
3、人的审美能力也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
考点二十九 审美理想【中频考点】
1、审美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选择以及所做出的审美判断。
2、审美理想作为一种人生修养，直接使审美活动成为主体人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点三十 审美趣味【中频考点】
1、要想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除了尽可能多地进行审美活动，积累起日益丰富的审 美经验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
如何提高自己的审美理想。
2、而审美理想的提高则不仅仅是一件审美活动自身的事情，审美理想在根本上是与主体的人生理想相统一的。
3、主体只有通过艰苦的人生实践切实地改进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最终提高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考点三十一 审美活动是人最具本己性的存在方式【中频考点】
1、人在审美活动中的存在不同于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它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方式；
2、人在审美中的存在不同于在异化活动中的存在，它是一种自由的存在方式；
3、人在审美中的存在不同于人的现实存在，它是一种应然的存在方式。
考点三十二 审美形态的主要类别和特征【中频考点】
1、主要类别：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丑和荒诞。
2、特征：生成性、贯通性、兼容性、二重性。
考点三十三 崇高与壮美的联系与区别【中频考点】
1、联系：崇高与壮美的对象都是强大而有力的，因此主体的审美感受都必须经历由 痛感到快感的转化过程。
2、区别：崇高一般在冲突过程中展现，是人的力量、精神的动态展示；壮美则是人的胜利的静态显现。
考点三十四 对优美的理论探讨【中频考点】
1、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美的最高形式是秩序、匀称和确定性。”古希腊人认为，优美是与节奏、
和谐、对称等要素分不开的，此处的“美”是指优美。自然中的优美主要表现为客体对象感性形式的和谐。
2、西塞罗：把美区分为“秀美”和“威严”两大类。
3、荷迦兹：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
4、博克：优美和美没有多大区别。
5、阿奎那：美有三个要素：完整、和诺、鲜明。
考点三十五 荒诞的特点【中频考点】
1、荒诞是一种对人生存在的无意义状态的体悟（存在的无根和无能为力状态）。
2、荒诞的审美意象的象征性（存在的虚妄与现实的荒谬）。
3、荒诞具有怪诞的表现形式（抽象、扭曲等变形手法，盲目无从，不知所措），表现的是人存在的荒谬性，无所适
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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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十六 荒诞【中频考点】
荒诞是一种审美形态，是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产物。就审美形态的形成看，荒诞源于西方一个称之为荒诞派
戏剧的现代艺术流派。由戏剧开始，荒诞开始在西方的现代艺术中风行。广义的荒诞实质是人的异化和局限性的表
现。
考点三十七 对崇高的理论探讨【中频考点】
1、柏拉图最早明确谈到了“崇高”，并且把“崇高”和“优美”并举。
2、朗吉弩斯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3、康德把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提出崇高对象的特征是“无形式”，给人带来消极的快乐，
真正将崇高作为审美形态来看待。
4、博克将崇高正式作为美学范畴。
5、席勒认为崇高与优美一样，都是“活的形象”。
考点三十八 悲剧理论的历史考察【中频考点】
1、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
2、黑格尔把辩证思维的方法引进悲剧理论。
3、尼采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4、马克思认为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
5、克尔凯郭尔提出了悲剧的“罪孽说”和悲剧情绪的“焦虑说”。他探讨悲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
考点三十九 审美经验与美感的差异【中频考点】
1、美感仅仅是指主体对于对象的主观感受，而审美经验则是指人在审美活动中与对象所形成的审美关系。
2、美感是指主体在瞬间的感受和体验，审美经验则是指审美对象被构成并得到感受和评价的动态过程。
3、美感是指主体对于某种现成对象所做出的反应，因而美感理论实际上假定审美对象在审美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
存在了。事实上，审美对象是在具体的审美活动过程中才被建构起来的。而审美对象在审美活动中与主体的关联，
就叫作审美经验。
考点四十 艺术品的基本特征【中频考点】
从艺术存在方式而言，艺术品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中介与桥梁。作为中介，艺术品有三个基本特征：
1、他律性。艺术品就其中介功能而言不是独立自足、自在自为的，而是为他者存在， 受他者制约的。
2、形式符号性。这里艺术品以形式符号的方式负载着艺术意象而成为沟通两个主体 的纽带。
3、开放性。艺术品作为中介，不能是封闭的，而只能是两头开放的，一头向艺术家开放，一头向欣赏着开放。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两头开放的艺术品才能成为艺术品。
考点四十一 柏拉图的美育观【中频考点】
1、在西方，柏拉图是最早明确谈到审美教育的哲学家。
2、柏拉图认为必须从幼年起就对人施行严格的教育，而最重要的教育方式就是美育。他认为用故事形成儿童的心
灵，比用手形成他们的身体还要费更多的心血，因此，必须用高尚的文艺作品陶冶青少年的心灵。
3、柏拉图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认为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
考点四十二 美学被划归为人文学科的原因【低频考点】
第一，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一样。
第二，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也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