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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介绍纪录片历史及美学的专业书籍已是汗牛充栋，但关于纪录片导演技巧的书却是甚少，而电视
纪录片，尤其是电视栏目纪录片作为一种新兴的纪录片形态，尽管其综合了电视传播物质和纪录片的
品格正逐步形成独特的创作观念与生产模式，但对于它的创作定性研究却是凤毛麟角。
　　《中央戏剧学院系列教材（影视专业）：电视纪录片创作》试图总结多年来学术界关于电视栏目
纪录片创作的理论成果，并结合作者自身从事电视栏目纪录片创作的感悟与经验，旨在从电视栏目纪
录片本体特性与创作两个层面大胆为电视栏目纪录片作一次全方位理性梳理，《中央戏剧学院系列教
材（影视专业）：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任务不仅仅着眼于训练导演领导摄制组与后期剪辑创作，它也
包含了张扬与融合电视栏目纪录片类型风格与作者风范的一整套结合技术、知识与情感三者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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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涛，19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2002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纪录片专业硕士毕业。
现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
导演创作及获奖作品：纪录片《西藏班的新学生》，获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奖一等奖，
入围2002年度日本国际教育节目评审日本奖；专题片《曾经是神童》，获2001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
科技教育节目奖文化类一等奖，获2000年度中国广播视协电视记录片学术委员会纪录片学术奖长片三
等；另创作多部电视专题、广告作品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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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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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媚俗与煽情的唯收视率论导致栏目纪录片忘却社会责任 第七章  电视纪录片的未来之路    一、发
展潜力    二、发展方向下篇  创作论 第八章  创作观念层面  第一节  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三个误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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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像朋友一样关注被拍摄对象    二、弗拉哈迪的工作方式，互动观影消除镜头的神秘感    三、指导
被拍摄者  第三节  关于方法——还原·拓展·激荡    一、还原——纪录片应当还原并复写人物的生存
外壳    二、拓展——深入拓展视听符号具有凝练性与暗示力的表现形式    三、激荡——构建屏幕舞台
，激荡生活原态，创造原型情境  第四节  建构主题——形而上的人文内核    一、人文主题的个案选材   
二、人文主题的多角度诠释与具象化切入  第五节  关：厂结构：信息传播的秩序化    一、单位段落信
息的纯粹化    二、清晰的段落感    三、追求严谨完整的戏剧性    四、自然流畅又有原创性 第九章  前期
准备  第一节  主题调研实务的过程化    一、调查步骤    二、调查手段    三、调查内容  第二节  纪录片的
策划文案    一、案头格式    二、附表  第三节  组建摄制组    一、明确摄制组的责权利    二、纪录片导演
的素质要求    三、纪录片摄影师的工作职责    四、纪录片录音师的工作职责    五、纪录片灯光师的工
作职责    六、纪录片剧组制片的工作职责 第十章  前期拍摄  第一节  纪实素材选取    一、纪录不可知的
未来生活，关注现实中的危机与偶然    二、介入型拍摄：纪录可预知的未来生活  第二节  纪录过程，
建构现场多层信息结构    一、纪录事件的过程    二、注重现场的立体多层信息结构，挖掘细节的魅力  
第三节  纪实拍摄的技术与技巧    一、摄像机上三脚架的拍摄纪实    二、手持摄像机拍摄纪实  第四节  
采访手册    一、谁最适合去采访    二、采访的困难    三、如何去除访谈中的干扰因素    四、设计问题的
重点，表述明确，拒绝歧义    五、访问的技巧原则    六、采访机位    七、采访细节的技术处理 第十一
章  后期编辑  第一节  美学层面谈剪辑：影片剪辑的两种风格    一、再现风格的叙事性蒙太奇    二、表
现风格的表现蒙太奇  第二节  操作层面谈剪辑：影片剪辑的具体流程    一、剪辑过程的开始：看素材
作场记    二、纸上剪辑，搭建大结构    三、初剪粗编带    四、以观众的心态带着问题审看初编带    五、
调整    六、精编    七、写解说    八、配音    九、为影片配上音乐、动效，打上字幕    十、二次修改    十
一、审片    十二、修改定稿附录一  主要参考资料附录二  节目文本分析附录三  世界纪录片大事年表附
录四  2世纪9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重要作品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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