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艺术概论真题及答案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把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在( )题后的括号内。 

1.戏剧《茶花女》的作者是 

A.高乃依 

B.莫里哀 

C.大仲马 

D.小仲马 

2.中国京剧界“四大须生”是指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和( ) 

A.梅兰芳 

B.马连良 

C.程砚秋 

D.周信芳 

3.图 1 中书法的书体是( ) 

t001.png 

A.隶书 

B.草书 

C.行书 

D.楷书 

4.“崔莺莺”这一人物形象出自戏曲作品( ) 

A.《长生殿》 

B.《桃花扇》 

C.《西厢记》 

D.《牡丹亭》 

5.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出自莎士比亚悲剧( ) 

A.《哈姆雷特》 

B.《李尔王》 

C.《麦克白》 

D.《奥赛罗》 

6.下列作品中属于音乐剧的是( ) 

A.《俄狄浦斯王》 

B.《钦差大臣》 

C.《图兰朵》 

D.《猫》 

7.雕像《晨》《暮》《昼》《夜》的作者是 

A.米隆 

B.菲狄亚斯 

C.米开朗琪罗 

D.罗丹 

8.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有尧斯和 

A.弗洛伊德 

B.丹纳 

C.罗兰·巴特 

D.伊塞尔 



9.“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所形容的艺术样式是 

A.雕塑 

B.绘画 

C.建筑 

D.书法 

10.在艺术起源问题上主张“劳动说”的学者是( ) 

A.普列汉诺夫 

B.克罗齐 

C.弗雷泽 

D.亚里士多德 

11.民族舞“赛乃姆”属于( ) 

A.蒙古族舞蹈 

B.藏族舞蹈 

C.苗族舞蹈 

D.维吾尔族舞蹈 

12.吴哥窟建筑群位于( ) 

A.泰国 

B.缅甸 

C.柬埔寨 

D.越南 

13.后期印象派画作《星空》的作者是( ) 

A.莫奈 

B.高更 

C.雷诺阿 

D.凡·高 

14.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芭蕾舞剧是( ) 

A.《王后喜剧芭蕾》 

B.《吉赛尔》 

C.《睡美人》 

D.《天鹅湖》 

15.下列影片中，属于商业片的是( ) 

A.《三峡好人》 

B.《钢的琴》 

C.《三枪拍案惊奇》 

D.《转山》 

16.下列电视作品中属于纪录片的是( ) 

A.《话说长江》 

B.《四世同堂》 

C.《汉武大帝》 

D.《雍正王朝》 

17.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命题的是( ) 

A.老子 

B.孔子 

C.庄子 



D.墨子 

18.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是( ) 

A.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 

B.形象性、情感性、实用性 

C.形象性、实用性、审美性 

D.实用性、情感性、审美性 

19.艺术意象产生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 ) 

A.艺术体验阶段 

B.艺术构思阶段 

C.艺术表现阶段 

D.艺术传播阶段 

20.《美育书简》(《审美教育书简》)的作者是德国美学家( ) 

A.黑格尔 

B.康德 

C.席勒 

D.谢林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110 分) 

  二、简答题：21～2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21.简述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22.简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体验。 

23.简述摄影艺术的含义和分类。 

三、作品赏析题：24～26 小题，请任选其中两小题作答。若都作答，只按前两小题的得分

计入总分。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要求陈述作品的作者及其国别(或地区)、时代，结合个

人所学理论和审美体验阐述作品的基本内容，分析作品的形式特点和风格。 

24.雕塑艺术：米洛斯岛的《维纳斯像》 

25.戏曲艺术：《桃花扇》 

26.电视艺术：《围城》 

四、论述题：27～28 小题，每小题 25 分。共 50 分。 

27.结合艺术作品，阐述你对“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一命题的看法。 

28.结合个人体验，阐释艺术鉴赏的具体流程。 

一、选择题 

1.【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剧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根据他本人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悲剧剧作。 

2.【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曲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中国京剧界“四大须生”分别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他们在唱、

念、做、舞诸方面都有自己的创造，各有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开辟了老生行当精

进求新的广阔道路。 

3.【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书法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隶书起源于秦朝，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其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

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综上，图中所示为隶书。 

4.【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曲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王实甫的《西厢记》叙述了相国小姐崔莺莺和书生张君瑞的爱情故事。 

5.【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剧名句。 

【应试指导】题干中的名句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 

《哈姆雷特》，作者运用“独白”的形式，揭示了主人公在复仇之路上的矛盾心理。 

6.【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戏剧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A 项的《俄狄浦斯王》是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悲剧，B 项的《钦差大臣》是果戈

理创作的喜剧，C 项的《图兰朵》是普契尼创作的歌剧。《猫》是根据 T·S·艾略特的诗集

谱曲的音乐剧。故答案选 D。 

7.【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雕塑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晨》《暮》《昼》《夜》是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为佛罗伦萨巨头美第奇家族

的陵墓制作的著名雕像。 

8.【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 

【应试指导】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有尧斯和伊赛尔，他们强调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

和艺术史。 

9.【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绘画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是指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其

中，“曹”和“吴”分别指北齐画家曹仲达和唐代画家吴道子。因此，“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所形容的艺术样式是绘画。 

10.【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主张劳动说的代表人物。 

【应试指导】劳动说是对艺术产生根本原因最具影响的理论阐释之一，俄国普列汉诺夫等人

对此进行过阐释。B 项的克罗齐主张表现说，C 项的弗雷泽主张巫术说，D 项的亚里士多德

主张模仿说。故答案选 A。 

11.【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舞蹈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赛乃姆”是维吾尔族最普遍的一种民间舞蹈，广泛流传于天山南北的城镇乡

村。 

12.【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建筑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吴哥窟建筑群位于柬埔寨，以建筑宏伟和浮雕细致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大的

庙宇。 

13.【答案】D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绘画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星空》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凡·高 1889 年创作的一幅风景画。 

14.【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舞蹈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1581 年，意大利籍艺术家们在法国宫廷排演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芭蕾舞剧

《王后喜剧芭蕾》后，芭蕾舞迅速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 



15.【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影片《三枪拍案惊奇》的相关内容。 

【应试指导】《三枪拍案惊奇》是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当红明星孙红雷、小沈阳、闰妮

等出演的一部贺岁喜剧，属商业片范畴。这部影片在商业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中国内地票

房突破了两亿大关。 

16.【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电视艺术常识。 

【应试指导】《话说长江》是一部 25 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1983 年 8 月 7

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它使得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和自然风光，

是中国纪录片史上的里程碑。 

17.【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活动的审美教育功能。 

【应试指导】孔子曾明确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命题，认为诗可以使人从

伦理上受到感发，礼是把这种感发变为一种行为的规范和制度，而乐则陶冶人的性情和德性，

也就是通过艺术把道德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统一起来。 

18.【答案】A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 

【应试指导】艺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包括：(1)形象性。形象把握是艺术活动特有的方式，是

主体对于客体领悟式的审美创造。(2)情感性。情感在艺术活动动机的生成、创造与接受过

程中均是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同时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元素。(3)审美性。艺术的审美特

征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以及意识形态活动的根本标志。 

19.【答案】B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艺术创作过程。 

【应试指导】艺术创作分为艺术体验、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三个阶段。其中，艺术构思是指

艺术创作者在艺术体验的基础上，以特定的创作动机为引导，通过各种心理活动和特定的艺

术思维方式，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提炼、组合，在头脑中形成艺术意象的过程。 

20.【答案】C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审美教育常识。 

【应试指导】《美育书简》是德国美学家席勒最主要的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席勒首次

提出了“美育”这一概念，并系统阐释了自己的美育思想。 

二、简答题 

21.(1)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艺术的联系相

当紧密。(4 分) 

(2)一方面，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总要通过艺术的内容和精神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艺术以审

美的方式对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并加以表现，从而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6 分) 

22.(1)艺术体验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它是创作主体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情感、

想象、联想等心理要素，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进行审视、体味和理解的过程。(4 分) 

(2)艺术体验通常包含三部分：材料的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发现和审美领悟的发生;创

作欲望的萌动及动机的生成。(6 分) 

23.(1)摄影艺术是采用摄影技术和手法获取静态图像来反映客体世界，进而表现主体审美情

感的艺术。(4 分)构图、光线和色调是其主要造型手段。(2 分) 

(2)摄影艺术包括肖像摄影、建筑摄影、风光摄影、舞台摄影等。(4 分) 

三、作品赏析题 

【评分要求及说明】 



①作品基本信息介绍完整、正确;②对作品题材、主题理解正确;③对作品形式的描述、分析

准确;④允许考生根据个人体验、理解和思考进行赏析，但基本信息介绍不得错误，作品风

格判断应符合实际，不得有大的偏差。 

24.《维纳斯像》是 1820 年在爱琴海米洛斯岛上发现的，它属于希腊化时期的雕像。雕像虽

然被处理成爱抚的样子，却无娇艳神情，丰满、匀称的身材在轻松温柔的姿态中呈现出优美

的曲·线;遮挡下半身的衣裙，衣褶穿插、聚散，形成节奏明显的形体起伏，从而衬托出躯

干圆润、细腻的肌肤质感，使袒露的上半身更加秀美。作品的整体造型具有古典的理想美，

它融合了希腊古典雕刻艺术中优美与崇高两种风格，并以其空间的体积感和人体的柔美而具

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25.《桃花扇》是清代戏曲家孔尚任的代表作。全剧分上下两本，共四十四出。它“借离合

之情，写兴亡之感”，在明王朝兴亡的历史背景下，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

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之间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展示了明末社

会的广阔历史画面，曲折地表现了作家的民族意识，表达了在“太平盛世”下人们的沉闷和

痛苦。作者善于对历史事件进行集中提炼，构成戏剧冲突，然后在冲突中刻画出具有鲜明性

格的人物形象。此外，作品的情节既细针密线又转换灵活，结局也没有落人大团圆的俗套。

在语言的运用上，《桃花扇》的曲词和旁白都刻意求工，安排适度。 

26.电视连续剧《围城》改编自钱钟书的同名长篇小说，共 10 集，导演黄蜀芹。该剧以留学

生方鸿渐归国后的恋爱和生活为线索，以白描的手法细致刻画出抗战期间后方一批知识分子

形象，传达了人生如围城的哲思——“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同时反映

了当时后方知识分子忙碌庸常的灰色生活。导演黄蜀芹对原著的精神把握较为准确，相当忠

实地再现了当时上海、内地的生活景观和时代氛围。全剧贯穿着幽默反讽的基调，使用冷静

旁观的摄像视角去表现人物和事件，辅以平静而富有哲理的旁白，较为成功地展示了人物的

生存状态。陈道明(饰方鸿渐)、吕丽萍(饰孙柔嘉)、英达(饰赵辛楣)、葛优(饰李梅亭)等优秀

演员极其出色地诠释了剧中人物，也是该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论述题 

27.(1)艺术作品的内容，是指经过艺术家体验、加工和创造的人类生活，其中既包括对客体

世界的能动反映，又凝聚着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融入艺术家的知、情、意。在具体

艺术作品中，艺术内容主要指题材、主题、人物、环境、情节等诸多要素的总和;题材和主

题是艺术内容的主要要素。(8 分) 

(2)艺术作品的形式，是指艺术作品内容的存在方式，亦即作品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形态。

其内部联系包括内容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组织方式，主要指结构;外部表现形态呈现为

表现内容的方式和手段，包括艺术语言、艺术手法、类型体裁等。(8 分) 

(3)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才能充分体现艺术魅

力。(4 分) 

注：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艺术实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

再酌情给 0～5 分。 

28.艺术鉴赏流程包括 3 个方面： 

(1)直觉与感知。艺术直觉是指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于审美对象具有一种不假思索而即刻把

握与领悟的能力。审美感知是指人们在注意审美对象形式特点的同时，也已开始关注审美对

象的意义。鉴赏活动往往是在直觉与感知的心理基础上开始的，它将使鉴赏者完成对作品形

式美的注意和对其意义的初步感受。(6 分) 

(2)体验与想象。在鉴赏过程中，主体以自身审美经验为基础，潜入作品情境之中进行审美

体验，不断推进与作品中所包含情感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由于审美想象和联想的展开，鉴赏

者可以与作品或艺术家进行交流，洞察其深层意蕴，并逐渐生成审美愉悦。(6 分) 



(3)理解与创造。理解既包括对于作品的形象、情境、形式、语言的审美认识，也包括对于

作品整体价值的追寻。艺术鉴赏的结果是接受者审美再创造的完成。鉴赏者对于作品中形象、

情境、典型和意境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审美再创造的结晶。(6 分) 

注：结合个人艺术鉴赏体会的实例，进行一定的分析和阐释，例证有说服力，逻辑清楚，再

酌情给 0～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