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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实践性都可以说是现代传媒教育的灵魂，而实验教学则是现代传媒教育
实践性的基础。
因为，对传媒教育来说，实验教学是训练学生传媒技术的主要环节。
正如大卫·阿什德所言，“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属于信息技术”，技术性可以说是媒介发展的
先导，也是实施其他实践教学，乃至造就现代传媒人才的必备条件。
　　现代传播媒介本身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传媒的运营更加倚重技术的支撑。
同时，现代传媒在当今社会文化格局中日趋重要的地位，将曾经极端对立的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融
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一现实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传媒人才的复合型需求。
因此，现代传媒教育必须在加强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技术能力的训练。
　　现代传媒人才的复合型特征，不仅表现在人文素质和技术能力的协调发展上，还表现在多个环节
、多种类型的传媒技能的全面发展上。
当下和今后的传媒人才，仅仅掌握单一的传媒技能是不能够满足现代媒体发展需要的。
即使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一个合格的传媒人才，也必须经过摄、录、采、编、播等多个环节的技能训
练。
对于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人才来说，更应该在传统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多种数字传媒技术和网络
操作能力。
因为我们正在面临各种传播媒介大融合的趋势，传统的纸质媒体，甚至电子媒体，正在以数字的名义
与互联网、电信网联姻，繁衍出花样翻新的新生媒体。
因而，仅仅掌握单一的媒体技能，哪怕是最重要的一项技能，也会在新一轮的媒介融合面前显得捉襟
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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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数字时代电视摄像的基本知识以及新型摄像机的基本性能和操作技巧。
主要内容包括：数字电视摄像概述；数字摄像机的性能；家用摄像机的性能及操作方法；专业、广播
级便携式摄像机的性能及操作方法：高清晰度摄像机的性能及操作方法；演播室技术及演播室摄像机
的性能及操作方法；数字电视摄像技巧等。
   本书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内容新颖，概念清晰，文图并茂，尤其突出实验环节，作者将自己多年
从事电视摄像工作的实践经验贯穿于全书，力求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专业操作技能的现代传媒人才。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传媒专业本、专科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影视从业人员的参考资料或作为影视制作
的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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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数字电视摄像概述　　1.1　电视节目制作的特点　　电视节目制作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
创作活动，需要制作人员的激情和智慧。
制作电视节目又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更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感悟、去探索。
当前，电视节目已经走向市场，节目需要规范，更需要创新，那些平庸的节目不会有市场，也无法面
对观众。
如今，许多电视台用收视率来衡量节目成功与否，实行末位淘汰制，如果开办的栏目收视率很低，则
会自动被淘汰，因此，每个电视从业人员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1.1　电视的传播、再现与表现　　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
它可以再现其他艺术，电视还拥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电视
是大众传播媒介，传播信息是电视的本质。
　　电视与电影不同，电视是以无线电广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广播形态，其本质就是传播信
息。
电视新闻是电视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现今打开电视看新闻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内容。
电视台为了抢时效，有些新闻即便没有图像画面，以口播的形式也要抢发、抢播，其目的就是尽快把
这条信息传播给受众。
　　第二，电视具有再现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在屏幕上转播“再现”电影、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
转播小品、相声、歌曲等观赏性的舞台艺术。
　　电视的这种再现功能，能够将各种艺术原汁原味地“再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早期电视的主要
形式。
现在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节目，例如CCTV一6电影频道和地方台电影频道播出的电影
，CCTV-11戏曲频道播出的戏曲就属于这种形式。
但是戏曲频道播出的戏曲不是纯粹的舞台直播，而是经过电视手段处理过的电视戏曲，它里面添加了
戏曲名称、演员姓名和唱词，使节目更加完美，比在戏院看戏更加直观。
　　电视的这种“再现”功能使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看相声、欣赏小品、
观赏综艺节目，同时也使这些节目的传播面大大扩展。
　　第三，电视突破了单纯对原作的转播、改动和模仿，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制播潜能
，开始大规模的节目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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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传媒技术实验教材系列·数字电视摄像技术》适用于高等院校传媒专业本、专科学生使用
，也可作为影视从业人员的参考资料或作为影视制作的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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