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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艺术（二）

• 1、艺术的功能与作用有哪些？
• 2、艺术欣赏的心理活动分为哪几个阶段？
• 3、艺术欣赏者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三、艺术的功能与作用 
• 艺术的功能与作用通常指艺术家在特定领域的艺术创造过程中，该艺

术形态能给予艺术家以积极性的影响，而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或创作成

果，能给艺术欣赏者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或影响。

• 黑格尔说“艺术的使命在于使意识能和现实相协调”。
• 心灵有的时候总是不堪现实的重负，我们需要发泄，但不仅仅是诉诸

于暴力那么简单，人趋向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反映心灵。当找到了某

种道路后，习惯着熟练的技艺使形式更有精神性。抽象与具体的融合

让人能够在物质的世界里不会迷失方向。



•无论是形式的直接参与者，还是借鉴者，艺术的

价值回归于人而显现！艺术具备对人的心灵感动

净化的作用，而艺术教育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

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和谐社会的构

建。  

•艺术具有认识、启迪、评价、净化、劝导等功能

与作用，但主要的功能有三个：审美认知作用、

审美教育作用、审美娱乐作用。



三、艺术的功能与作用
审美认知作用主要
是指人们通过艺术
鉴赏活动，把具有
较强直观生动性的
艺术作为审美中介，
去感知、反映和把
握人类自身、人类
社会及自然界的本
质与规律，达到深
刻认识自然、社会、
历史及其人生的目
的。

1、审美认知作用



 

• 2、审美教育作用

• 审美教育作用主要指艺术

及其具体作品，能促进欣

赏者在审美活动中受到美

的熏陶和感染，获得美的

享受与满足，通过潜移默

化的作用，引导人们正确

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

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感受与领悟到博大深厚的

人文精神。





三、艺术的功能与作用

3、审美娱乐作用
审美娱乐作用指艺术作品能给人
以身心愉悦和休闲的功效，通过
艺术创作与欣赏活动，人们的审
美需要得到满足，获得精神享受。
倪瓒在《答张藻仲书》中写道：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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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欣赏
1、什么是艺术欣赏

 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包括感知、体验、理解、想
象、再创造等综合心理活动，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审美活
动，是对艺术作品中美的一种发现，是欣赏者的一种再创造。它
是在艺术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艺术作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方式。

2、艺术欣赏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欣赏者应具备一定的基本素养包括基本文化素养、专业艺术素养
（如艺术基本历史、造型方法、审美习惯）及姊妹艺术的素养（如
美术与文学、美术与音乐）等，应具有感知的敏锐性度、感情的丰
富性、思想的活跃性和理解的深刻性及其相互作用和有机联系。 





其次，欣赏者的审美活动是主动的接受而不是被动的接受。
艺术形象不仅展现了生活美和自然美，而且凝聚着艺术家的
感情和意蕴，但这种意蕴往往含而不露，为欣赏者留下想像
的空间。 

3、艺术欣赏活动的特征

艺术欣赏活动是接受也是再创造。

首先，艺术形象是艺术欣赏者发挥想像的客观基础。有了艺
术形象才有可能表达蕴含在艺术形象之中的美感，欣赏者才
有可能在审美情感的推动下，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去拥抱
艺术作品，从而进入审美欣赏。





• (1).艺术形象的直感  

• 这是一个初始阶段。也就是说，当欣赏者开始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

会迅速凭借自身感官的敏感性，对要欣赏的艺术作品的外在形态特征

及其情感表现性等方面进行直觉感觉和把握并很快作出反应，当获取

了一种真切的感性愉悦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的去再进一步的感受、欣

赏该艺术作品，相反则有可能终止。

•4、艺术欣赏活动的心理过程



• (2).艺术情感的体验

• 在艺术形象直感的基础上，欣赏者能够唤醒自身广泛的社会

阅历经验并试图领悟作品的精神内涵，调动再创造的想象和

联想作用，伴随着丰富情感融入到艺术作品中去，将艺术形

象转入到欣赏者自身的情感体验状态中去。其实，艺术作品

的外在形式往往暗示与体现着一定历史内容的情感意蕴，蕴

含着艺术家真切的精神感悟。



• (3).艺术意蕴的领悟

•艺术意蕴的领悟是指深藏在艺术作品中内在的含

义或意味。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艺术作品蕴

藏的文化涵义和人文精神。它往往具有多义性、

模糊性和朦胧性，体现为一种哲理、诗情或神韵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欣赏者反复领会、细心

感悟，用全部心灵去探究和领悟。 



•         我们以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为例谈谈艺术欣赏活动

的心理过程。我们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先是感觉到它的

外在形态，比如这幅作品是大约有3米高7米宽，仅用黑白

灰三种色调画成的巨幅壁画，采用立体主义的变形手法和

线条张弛有度的表现，给欣赏者一种紧张、刺激和恐怖的

感觉，这是艺术欣赏活动的整个心理过程的第一阶段。





•         这幅作品到底表现了什么，当我们对作品发生

兴趣、感受到一种真切的感性愉悦时，也就是有了

审美期待时，我们的情感和其他感官就会被逐渐激

活，在形象直感的基础上就进入了情感的体验阶段

，就会不自觉唤醒自己的艺术经验，调动自己再创

造的想象力和联想力，试图领悟作品的内涵。



•        带着期待，我们会去了解作品创作和艺术家的背景：1937年

4月26日，德国法西斯空军为实验炸弹的威力轰炸了西班牙巴

斯库的一座小镇——格尔尼卡，使两千多名无辜百姓丧生。

这一事件震撼全世界，也震动了画家毕加索，他怀着愤怒的

心情创作了《格尔尼卡》，抗议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毕加索

把象征性的战争悲剧投入到蓝色调中，那浅青、浅灰在黑色

调的对照中表现正义的极点，它聚集了残暴、痛苦、绝望、

恐怖的全部意义。



•        木然屹立的公牛、濒死嘶鸣的马、仰天狂叫的求救者、

断臂倒地的士兵、抱着死婴嚎啕大哭的母亲、吓得发呆的

见证人……到底表现了什么呢？在情感体验阶段，理解总是

触发着联想，从而丰富与加深着对艺术内涵的理解。《格

尔尼卡》有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对它情感的体验驱使

我们去寻找它深刻的意蕴，去领悟它最高的审美境界。毕

加索天性热爱自由、热爱和平，对佛朗哥的法西斯统治无

比憎恨。格尔尼卡被轰炸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敢相信这令人发指的罪行发生在他的祖国，发生在那

样一个美丽祥和的小镇。



•         悲痛过后，毕加索立刻投入创作，完成了《格尔尼卡

》这幅巨型油画。它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文化示威，也是

文化对暴力的一种对抗，给我们在心灵上留下了震撼，不

觉为之“心动神摇”、“心痛神驰”，感情共鸣达到最强烈程度

，从中领悟到法西斯的残忍和只有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才

能最终赢得胜利的哲理内涵，进而心中自发地升腾起英雄

主义的气概。



       当然，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定包含着深刻的内涵。有些艺术

作品能够给人以感官愉快，赏心悦目，却不一定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

力量。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才能完成艺术欣赏活动，

对于有些欣赏者来讲，只要审美心象浮现、情感体验发生就意味着欣

赏活动的结束。      

       总之，艺术欣赏活动就是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相互依赖、

层层推进的复杂过程。要求我们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中把握艺术的审

美特性，重视对艺术形象的整体把握，重视对意蕴和精神内涵的领悟，

不断深化和扩展已有的审美感悟，把握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时代特色，

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艺术品位，以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五、艺术批评

（1）艺术批评主体通过对于作品的分析和阐释来评判其审美价值。

也就是说，对艺术作品而言，艺术批评能够做出深入的分析和判断，

指出其艺术特色，揭示其审美意义，评价其审美价值，使其审美潜能

得以充分释放。

1、什么是艺术批评？

       艺术批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艺术评论，是指艺术批评主体从一定的立场

和观点出发，依据一定的标准，对艺术行为主体、客体以及相关内容进行鉴

别、判断、评论。

2、艺术批评的功能及作用





•          罗曼·罗兰对这幅画做出评论：“米勒画中的三位农妇

是法国的三女神，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米勒是在以她们

无声的劳动歌颂着伟大的母性，也是在以此向全社会发出

反对人民贫困的起诉书”。

•        通过罗曼·罗兰的评论，《拾穗者》的审美意义得到进

一步的充分展示。



（2）通过将批评的信息反馈给艺术家从而促进和指导艺术家的创作。

       我们知道，艺术批评所面对的是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实践，通过艺术批

评能经常向艺术家反馈各种最新的资料和信息，提供新的艺术，启示新的观

念，从而有助于艺术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古希腊批评家贺拉斯曾把创作比作“刀子”，把批评比作“磨刀石”，磨刀石

可以使刀子锋利。所以优秀的艺术批评家能以自己对艺术规律的深刻认识和

独特见解去影响和指导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如19世纪中叶在法国涌现出描绘

广大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就是在法国艺术批评家夏夫洛利提

出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诞生的优秀作品。





•所以，艺术批评能够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理性分析

评价，对艺术作品进行深层次的透视，从而对艺

术家的创作活动加以正确的引导、带来宝贵的启

示和实际的帮助。













（3）通过对艺术的批评，能够提高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协调

艺术与意识形态其他领域的关系，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艺术批评家按照一定美的法则，对艺术作品进行深入阐发和剖析，

把作品中不易被人领悟的深刻意义 和它在艺术上的独特性揭示出

来，对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阐述，便于欣赏

者理解与领悟，对艺术作品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审美评价，提高其

思想水平和欣赏能力，同时有助于协调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

的关系，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



• 1、艺术的功能与作用有哪些？

•2、艺术欣赏的心理活动分为哪几个阶段？

•3、艺术欣赏者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