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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设计概论” 是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室内设计》专业基础理论的必考

课程。是为了培养和检验艺术设计自学应考者对艺术设计的基本原理，发展历史

和设计方法等方面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而设置的专业理论课。设置本课程的目的，

是为了艺术设计类的应考者认知设计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了解设计发展的历

史渊源和主要风格演变，理解设计方法和设计师基本素质及基本技能要求，具备

设计理念和一定的设计理论修养，树立正确的设计价值观。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全面的理解和掌握艺术设计概论的基本概念、范畴、

设计的体系、历史及现状，以大量的设计历史中的优秀实例和设计的基本思路和

方法，培养和树立正确的设计理念，指导和解决当代艺术设计中的具体问题。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设计概论”是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不同于公共理论课程。是认知、理解设

计的捷径和通向设计创作实践的重要桥梁。是艺术设计专业的先行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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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艺术设计的定义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全面理解艺术设计的内涵和观念的发展，掌握艺术设计的定义和分类，了解艺术

设计的自主创新。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设计观念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艺术设计观念的历史发展；老子和墨子的艺术设计观念；《考工记》

包含着丰富的艺术设计观念；清朝李渔的设计观念 

（二）西方艺术设计观念的历史发展；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古

罗马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意大利文艺复兴达芬奇的设计；工业革命后的设

计观念； 

  第二节 设计活动中的艺术设计 

（一）人类的设计活动；早期的石器工具设计；机器时代设计和生产关系的变化； 

（二）艺术设计；艺术设计的领域；工业设计的发展；艺术设计是艺术、技术和

科学的交融结合； 

  第三节 艺术设计的自主创新 

（一）艺术设计的复杂性和变易性； 

（二）艺术设计是企业集成创新的重要途径； 

 

三、考核知识点 

（一）什么是艺术设计 

（二）设计活动与艺术设计 

（三）艺术设计和集成创新 

 

四、考核要求 

（一）艺术设计观念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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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1）艺术设计；（2）考工记；（3）天工开物；（4）建筑十书； 

2、领会：（1）中国古代艺术设计观念的演变；（2）西方艺术设计观念的变化； 

（二）设计活动中与艺术设计 

1、识记：（1）艺术设计；（2）艺术设计的分类；（3）工业设计 

2、领会：（1）设计的两种表现形态；（2）机器时代对设计的影响；（3）工业设

计的内涵 

（三）艺术设计和集成创新 

1、领会：（1）艺术设计的复杂性和变易性；（2）艺术设计集成创新的特点； 

 

第二章 早期工业时期的艺术设计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总体了解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弊端，理解二十世纪前后出现

的重要设计运动、组织和艺术设计的先驱。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设计的先驱者 

（一）罗斯金及他的观点； 

（二）威廉.莫里斯的理论及设计实践； 

（三）新艺术运动； 

  第二节 德国艺术工业联盟 

（一）泽姆佩尔及他的理论； 

（二）德国艺术工业联盟的产生；关于标准化问题的讨论； 

 第三节 英法早期的艺术设计 

（一）英国早期的艺术设计；艺术设计和工业协会；艺术设计理论和实践； 

（二）法国早期的艺术设计；柯布希埃的设计概念；苏里奥的理性主义美学；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设计的先驱者 

（二）德国艺术工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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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法早期的艺术设计 

 

四、考核要求 

（一）艺术设计的先驱者 

1.识记：（1）英国工艺美术运动；（2）罗金斯和莫里斯；（3）新艺术运动代表人

物； 

2.领会：（1）罗金斯的观点；（2）莫里斯的创作实践；（3）新艺术运动的特点； 

（二）德国艺术工业联盟 

1.识记：（1）泽姆佩尔；（2）德国艺术工业联盟； 

2.领会：（1）泽姆佩尔理论的进步与局限；（2）德国艺术工业联盟产生的原因和

主要观点； 

（三）英法早期的艺术设计 

1.识记：（1）英国艺术设计和工业协会；（2）里德；（3）科布希埃与走向新建筑 

2.领会：（1）英国的艺术设计主要表现；（2）苏里奥理性主义美学； 

3.简单应用：（1）联系现代设计实践，分析科布希埃的理论主张； 

 

                第三章 现代派艺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早期工业和机器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要求但无法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

总体了解艺术家们的实践活动中传统的审美观与机器生产相抵触而产生的现代

艺术流派。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基于机器文化的现代艺术 

（一）塞尚对艺术的反思。 

（二）毕加索——发掘机器的艺术潜能的画家。 

（三）莱歇——讴歌机器生活的画家。 

（四）赞美机器的现代艺术流派；未来主义；构成主义。 

第二节 现代派艺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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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国构成主义运动推动了艺术和机器生产的结合。 

（二）荷兰风格派和理性主义的视觉风格。 

 

三、考核知识点 

（一）机器文化下的现代艺术 

（二）现代派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四、考核要求 

（一）机器文化下的现代设计 

1.识记：（1）塞尚；（2）亚威农少女；（3）莱歇的《城市》 

2.领会：（1）综合立体主义；（2）未来主义；（3）构成主义； 

（二）现代派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1.识记：（1）荷兰风格派； 

2.领会：（1）俄国构成主义运动的意义； 

 

                 第四章 包豪斯——现代艺术设计的摇篮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全面了解包豪斯的建立过程，发展阶段，包豪斯宣言及理论遗产，熟悉包豪斯的

预科和设计的作品。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宣言 

（一）包豪斯宣言 

（二）包豪斯宣言的意义 

第二节 包豪斯预科 

（一）预科的奠基人 

（二）艺术和技术的统一 

第三节 包豪斯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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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 

（三）第三阶段 

 

三、考核知识点 

（一）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宣言 

（二）包豪斯预科的特点 

（三）包豪斯三个阶段的特色 

 

四、考试要求 

（一）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 

1.识记：（1）格罗皮乌斯；（2）包豪斯宣言；（3）包豪斯 

2.领会：（1）包豪斯的理论遗产；（2）包豪斯宣言的意义 

（二）包豪斯预科 

1.识记：（1）伊腾；（2）纳吉； 

2.领会：（1）艺术和技术的统一； 

（三）包豪斯发展的三个阶段 

1.识记：（1）布鲁耶设计的作品；（2）包豪斯校长。 

2.领会：（1）包豪斯创作中的功能主义倾向；（2）包豪斯学校发展的特点。 

 

                   第五章 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两大体系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全面了解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的两大体系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在艺术设计中起

着主导作用。掌握以德国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式样主义设计的区

别。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功能主义 

（一）功能主义的起源 

（二）功能主义在艺术设计中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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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理性设计 

第二节 式样主义 

（一）艺术设计成为一种商业流派；产生的原因；丑货滞销；有计划的废弃旧产

品； 

（二）艺术设计作为一种职业 

（三）艺术设计引领时尚 

 

三、考试知识点 

（一）什么是功能主义 

（二）什么是样式主义 

（三）功能主义和样式主义的区别 

 

四、考核要求 

（一）功能主义 

1.识记：（1）《装饰与罪恶》；（2）萨利文；（3）贝伦斯的设计（4）穆特齐乌斯； 

2.领会：（1）功能主义的内涵；（2）德国理性设计； 

（二）式样主义 

1.识记：（1）丑货滞销；（2）罗维及设计作品；（3）流线型风格 

2.领会：（1）式样主义内涵；（2）艺术设计成为商业流派的原因；（3）有计划废

弃制 

3.简单应用：功能主义和式样主义的区别及影响 

 

                      第六章 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崛起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正确理解现代主义设计和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区别，了解后现代艺术对后现代

设计的影响，掌握后现代艺术设计直觉性、感性、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后现代的场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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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现代科学观走向后现代科学观 

（二）从现代社会景观走向后现代社会景观 

（三）从现代艺术走向后现代艺术 

第二节 后现代艺术对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第三节 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多元发展 

（1）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多元化探索 

（2）青蛙设计——当代后现代艺术设计的代表 

 

三、考试知识点 

（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二）后现代艺术的流派 

（三）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多元化 

 

四、考核要求 

（一）后现代的场景描述 

1.识记：（1）托夫勒；（2）达达主义和杜尚 

2.领会：（1）后现代主义；（2）工业文明的特征；（3）后现代主义艺术 

（二）后现代艺术对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1.领会 （1）后现代艺术的主要流派 

（三）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多元化发展 

1.识记：（1）《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2）摩尔的设计；（3）高技术风格；解

构主义；青蛙设计 

2.领会：（1）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2）青蛙公司后现代主义设计观点特点。 

3.简单运用：（1）联系设计实践分析后现代艺术对后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第七章 波普设计和孟菲斯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主要在理论上了解二十世纪 60 年代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和波普艺术风格的产

生背景和条件，明确波普艺术和设计，孟菲斯设计的区别，理解孟菲斯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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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从大众文化到波普设计 

（一）大众文化 

（二）波普艺术 

（三）波普设计 

第二节 孟菲斯和意大利艺术设计 

（一）孟菲斯 

（二）意大利艺术设计 

 

三、考核知识点 

（一）什么是大众文化和波普艺术、波普设计 

（二）什么是孟菲斯？意大利艺术设计特点 

 

四、考核要求 

（一）大众文化到波普艺术 

1.识记：（1）琼斯的设计作品；（2）波普艺术作品；（3）波普设计； 

2.领会：（1）大众文化及特点；（2）波普艺术及特点；（3）波普设计的特点； 

（二）孟菲斯和意大利艺术设计 

1.识记：（1）孟菲斯及作品； 

2.领会：（1）孟菲斯与解构主义；（2）孟菲斯的积极意义；（3）意大利“美的设

计”。 

 

第八章 非物质社会的设计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全面了解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向数字化社会、信息社会或服务型社会的非物

质文明的转变，理解设计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从物质设计向非物质设计，

从产品的设计向服务的设计，从实物产品设计向虚拟产品设计的转变，掌握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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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社会设计的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从物质社会到非物质社会 

第二节 非物质社会对设计的影响 

（一）非物质社会对设计的冲击 

（二）非物质社会设计的特征 

第三节 非物质社会的设计教育 

（一）非物质社会的审美体验 

（二）非物质社会的设计教育 

（三）非物质社会的设计与可持续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 

（一）从物质社会到非物质社会 

（二）非物质社会对设计的影响 

（三）非物质社会的设计教育 

 

四、考核要求 

（一）从物质社会到非物质社会 

1.领会：（1）非物质和非物质社会 

（二）非物质社会对设计的影响 

1.识记：（1）数字媒体的特点；（2）虚拟现实技术； 

2.领会：（1）非物质社会对设计冲击的具体表现；（2）非物质社会设计的特征； 

（三）非物质社会的设计教育 

1.领会：（1）非物质社会设计语言和传统艺术设计语言的区别；（2）非物质社会

设计教育的策略；（3）非物质社会设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九章 绿色设计和人性化设计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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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从工业时代物质繁荣，技术发展带来的人与环境的生态危机来理解后工

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掌握绿色设计和人性化设

计理念的内涵和发展，了解北欧设计的风格特征。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人类呼唤绿色设计 

（一）绿色设计的起源和理念 

（二）绿色设计的内涵 

第二节 设计服务的对象始终是人 

（一）人性化设计的理念 

（二）人性化的不断丰富与发展 

第三节 北欧设计——绿色的人性化设计 

（一）人性化设计的典范 

（二）绿色设计的典范 

 

三、考核知识点  

（一）人类呼唤绿色设计 

（二）设计服务的对象始终是人 

（三）北欧设计——绿色的人性化设计 

 

四、考试要求 

（一）人类呼唤绿色设计 

1.识记：（1）绿色设计； 

2.领会：（1）绿色设计是整合系统设计；（2）绿色设计是保护主义风格设计； 

（二）设计服务的对象始终是人 

1.识记：（1）库卡波罗的“潘诺”办公椅系列 

2.领会：（1）设计的目的；（2）人性化设计的主要思想；（3）未来发展中人性化

设计的内涵意义。 

（三）北欧设计——绿色的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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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1）北欧设计师的代表作品； 

2.领会：（1）北欧人性化设计典范的表现；（2）北欧绿色设计典范的具体表现； 

3.简单应用：北欧绿色和人性设计的特点在当代的应用价值。 

 

第十章 艺术设计的思维与方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在理论上把握艺术设计中的设计思维和方法的主导作用，；理解艺术设计的思

想和方法方面的知识，了解艺术设计思维的主要类型，艺术设计方法的运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设计的思维 

（一）创造性思维与设计创意 

（二）设计创意的产生 

第二节 艺术设计的方法 

（一）功能论方法 

（二）艺术论方法 

（三）人体工程学方法市场学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设计的思维 

（二）艺术设计的方法 

 

四、考试要求 

（一）艺术设计的思维 

1.识记：（1）创造性思维；（2）逻辑思维；（3）形象思维；（4）逆向思维； 

2.领会：（1）创造性思维和艺术创意。 

（二）艺术设计的方法 

1.识记：（1）功能论方法；（2）形态；（3）色彩；（4）肌理；人体工程学 

2.领会：（1）艺术设计中怎样运用艺术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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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艺术设计的心理学研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在理论上全面理解艺术设计的心理学研究。了解人的一般心理活动，把握心

理学在艺术设计中的运用。理解感觉与知觉、思维与想象、情绪与情感，理解个

性的心理结构，掌握消费行为的个性心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科学心理学 

（一）人的心理活动 

（二）心理学在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第二节 影响消费的一般心理活动 

（一）感觉与知觉 

（二）思维与想象 

（三）情绪与情感 

第三节 消费者个性认知心理活动 

（一）个性的心理结构 

（二）消费者消费行为的个性心理 

 

三、考核知识点 

（一）科学心理学 

（二）影响消费的一般心理活动 

（三）消费者个性认知心理活动 

 

四、考核要求 

（一）科学心理学 

1.识记：（1）思维；（2）想象；（3）艺术设计心理学的内容； 

（二）影响消费的一般心理活动 

1.识记:（1）格式塔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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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1）感觉与知觉的关系；（2）艺术设计应考虑的心理因素。 

（三）消费者个性认知心理活动 

1.领会：（1）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点和心理特征。 

 

                      第十二章 艺术设计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在理论体系上理解设计管理的内涵、发展的历史及设计管理的范围和内容。

在设计战略管理上，掌握企业形象设计战略、产品品牌形象设计战略、产品创新

设计战略。了解设计组织管理和设计师管理，理解设计品质管理和设计和设计品

质衡量。明确设计管理在艺术设计中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设计管理概述 

（一）设计和管理 

（二）设计管理的观念和发展历程 

（三）设计管理的范围和内容 

第二节 设计战略管理 

（一）企业设计战略的范围 

（二）产品创新设计的策略方式 

第三节 设计事务管理 

（一）设计组织管理 

（二）设计师管理 

第四节 设计项目管理 

（一）设计品质管理 

（二）设计品质的衡量 

 

三、考核知识点 

（一）设计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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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战略管理 

（三）设计事务管理 

（四）设计项目管理 

 

四、考核要求 

（一）设计管理概述 

1.识记：（1）设计管理； 

2.领会：（1）设计管理的不同层面； 

（二）设计战略管理 

1.识记：（1）企业形象；（2）一致化策略；（3）知识产权；（4）国际标准化组织； 

2.领会：（1）企业设计战略的三个层面；（2）产品创新设计策略； 

（三）设计事务管理 

1.识记：（1）设计师管理； 

2.领会：（1）设计组织的基本类型；（2）设计组织结构的层次； 

（四）设计项目管理 

1.识记：（1）设计品质管理 

2.领会：（1）保障产品设计品质的因素； 

 

第十三章 艺术设计的欣赏与批评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在理论上弄青艺术设计的审美价值只有在欣赏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艺术设计

欣赏有其自身的规律。理解艺术设计批评对提高艺术设计质量，规范艺术设计行

为具有现实意义。了解艺术欣赏的主体和客体，掌握艺术批评和艺术设计批评的

区别。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艺术设计欣赏 

（一）艺术欣赏的客体 

（二）艺术欣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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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艺术设计批评 

（一）艺术批评 

（二）艺术设计批评 

 

三、考核知识点 

（一）艺术设计欣赏 

（二）艺术设计批评 

 

四、考核要求 

（一）艺术设计欣赏 

1.识记：（1）产品的符号系统；（2）艺术欣赏的主体； 

2.领会：（1）艺术欣赏主体的两个基本条件； 

（二）艺术设计批评 

1.识记：（1）艺术批评；（2）艺术设计批评的对象； 

2.领会：（1）艺术批评与美学、艺术史的区别；（2）艺术设计作品和艺术作品的

区别；（3）艺术设计批评的标准。 

 

第十四章 艺术设计与我国的经济转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全面认识和了解我国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理解价值链

微笑曲线的内涵，掌握企业艺术创意的发展空间，把握体验经济消费社会对艺术

设计的影响。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价值链微笑曲线 

（一）芭比娃娃的启示 

（二）从可口可乐看品牌营销 

第二节 企业艺术创意的可能性 

（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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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尔集团“去制造化”的模板——耐克公司 

第三节 体验经济和消费社会 

（一）体验经济 

（二）消费社会 

（三）工业设计概念的衍变 

 

三、考核知识点 

（一）价值链微笑曲线 

（二）企业艺术创意的可能性 

（三）体验经济和消费社会 

 

四、考核要求 

（一）价值链微笑曲线 

1.领会：（1）价值链微笑曲线； 

2.简单运用：（1）联系我国当代经济说明民族品牌营销的重要性 

（二）企业艺术创意的可能性 

1.识记：（1）生产性服务；（2）向上的竞争策略 

2.领会：（1）企业艺术创意的发展空间 

（三）体验经济和消费社会 

1.识记：（1）体验经济；（2）福特主义；（3）工业设计 

2.领会：（1）鲍德里亚物的意义理论的特征； 

3.简单运用：（1）联系当代实际谈谈体验经济和消费社会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第十五章 中国艺术设计的发展和未来趋势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全面了解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百年发展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的艺

术设计发展的情况。分析和理解我国艺术设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继而在传承

的基础上，了解世界和中国艺术设计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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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发展史概述 

（一）20世纪前期新的建筑设计风格的奠定与形成 

（二）月份牌画与商业美术设计 

（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设计 

（四）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设计 

第二节 中国艺术设计现状及其存在的弊端 

（一）原创性不够 

（二）缺少创意 

（三）市场运作方式比较落后，政策扶持不力 

第三节 中国艺术设计的未来趋势 

（一）世界艺术设计未来发展趋势 

（二）中国艺术设计未来趋势的特殊性 

（三）中国艺术设计文脉的继承与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 

（一）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发展史概述 

（二）中国艺术设计现状及其存在的弊端 

（三）中国艺术设计的未来趋势 

 

四、考核要求 

（一）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发展史概述 

1.识记：（1）月份牌画； 

2.领会：（1）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设计特点 

（二）中国艺术设计现状及其存在的弊端 

1.领会：（1）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 

2.简单运用：（1）联系当代设计现状，说明我国艺术设计存在的种种弊病； 

（三）中国艺术设计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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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记：（1）仿生造型；（2）中和之美； 

2.领会：（1）黑川雅之的“设计的未来考古学”；（2）我国艺术设计独特性与“设

计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3.简单运用：（1）联系中国传统设计的风貌、特点，思考艺术设计的传承和创新

的未来趋势。 

 

Ⅲ、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 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1.关于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考试大纲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设计概论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进行学习和考核

的依据；教材是考试大纲所规定课程内容的具体化和系统论述，便于自学应考者

自学、理解和掌握。考试大纲和教材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2.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应考者掌握的知识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 

（2）关于考试大纲中四个能力层次的说明：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知道本课程中有关的名词、概念、原理和知识的含义，

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能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中

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能运用学过的本课程的多个知识点，

综合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 

 

二、关于自学教材的说明 

《艺术设计概论》：凌继尧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月 第一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本课程具有知识面广、实用性强的特点，面广量多，考试大多又未曾经历，

所以学习时应注意如下各点： 

1、认真阅读与钻研大纲与教材。在大纲的指导下，认真阅读和理解教材。认真

阅读是理解和记忆的基础，正确理解和牢固记忆才可能在考试和工作实践中应

用。 

2、系统学习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系统的阅读和理解及记忆要注意突出重点，注

意知识的正确性、系统性、灵活性和应用性。系统就是要注意梳理归纳、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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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比较研究，在这基础上，才能重点理解、记忆和应用。 

3、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要注意将书本的知识和设计工作

的实际结合起来，注意将点、面知识组合起来综合应用，见木要见林，才能将知

识转化为能力。 

4、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作为一门设计理论课程，它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思考、综合、记忆、论述、比较分析、综合运用的训练，所以

要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分阶段的学习，切忌临时抱佛脚。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要求，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

容和考核目标，把握指定教材的基本内容，对自学应考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

引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体现社会助学的正确导

向。 

2、要正确处理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

导自学应考者将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本课程的理论性强，内容广泛；自学考

试命题的题型多样、覆盖面广。社会助学者应根据这门课程和考试命题的特点，

指导自学应考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在全面辅

导的基础上，突出重点章节和重点问题，把重点辅导和兼顾一般有机地结合起来。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覆盖面与重点章节 

   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来确认考试

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要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或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本大

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

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试卷能力层次比例 

试卷对能力层次的要求应结构合理。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一般

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20%。 

3、试卷难易比例 

本课程试题的难易程度应适中。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为：易占

20%，较易占 30%，较难占 30%，难占 20%。应当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

层次不是同一概念，在各个能力层次的试题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切勿将二者

混淆。 

4、题型题量 

    本课程考试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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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论述题。试题题量一般在 40—50 小题。 

5、考试形式、考试时间 

   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6、特殊要求 

   考试时只允许带钢笔或圆珠笔、2B 铅笔和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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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提出“形式永远服从功能”理论观点的是（   ） 

A、赖特  B、密斯  C、沙利文  D、罗斯金 

二、多项选择题 

赞美机器的现代艺术流派主要有（     ） 

A、未来主义 B、构成主义 C、立体主义 D、达达主义 E、风格主义 

三、填空题 

德国国立包豪斯的第一任校长是           

四、名词解释 

功能主义 

五、简答题 

简述德国艺术工业联盟在设计史上的作用 

六、论述题 

试举例论述非物质社会设计语言与传统艺术设计语言有何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