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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电视摄影制作：观念与方法》是在《当代电视摄影制作教程》 (2005年复旦版)基础上经大
幅度修订而成。

　　新版取名“观念与方法”，是期望通过精炼的理念阐述，配以经典到位的方法演练，为电视、电
影专业学生和从业者提供一份简明易学的“摄影指南”。

　　新版由工具篇、电视画面理论与摄影实务篇、电视采访与编辑基础篇、节目篇等4篇20章构成，融
作者近50年业界经验与学界影像传播研究成果，结构完整合理、表达深入浅出。

　　《当代电视摄影制作：观念与方法》采取“大摄影”生产观，将摄影、电影、电视一并融入，通
过400余帧电视节目截屏图，感性直观地展示概念、理论和方法。

　　为方便教学需要，本教材还配有专门教学课件，可来信来电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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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匡宇，中国电视新闻语言学派始创人。
从事文字、图片、电视报道工作13年，后在江西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从事摄影、电视教学
研究近30年。
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专聘教授。

　　他1990年出版的《电视新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被《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版)认定为“我
国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学术专著”。

　　他的研究视野开阔、观点独到，理论与实务整合到位，近30年间出版《理论电视新闻学》(1996
年)、《广播电视学概论》(2000年)、《当代电视新闻学》(2010年)、《当代电视新闻语言学》(2011年)
等专著、教材20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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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电视传播进入告别“快餐影像”的精英时代
第一篇 工具篇
　第一章 摄影机系统
　　第一节 认识摄像机：从眼睛与摄像机的相似构成、功能说起
　　第二节 认识摄像机：摄像机的类别
　　第三节 认识摄像机：摄像机的镜头与光圈
　　第四节 附件：摄影过程不可或缺的三脚架和反光板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二章 模拟（线性）编辑系统与数字（非线性）编辑系统
　　第一节 模拟编辑系统的基本构成
　　第二节 数字（非线性）编辑系统的构成与工作过程
　　第三节 实用、易用的数字（非线性）编辑系统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二篇 电视画面理论与摄影方法篇
　第三章 电视画面与视知觉
　　第一节 画面与视知觉
　　第二节 画面与镜头语言符号
　　第三节 视知觉与画面思维
　　第四节 画面思维语境下的电视画面的细节 认知与应用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四章 电视画面构成的基础元素
　　第一节 光线——形、影、色的基础渊源
　　第二节 线条——对万事万物的抽象
　　第三节 影调——对万事万物的具象
　　第四节 色彩——对万千世界的情感的体悟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五章 电视画面构成的实体元素
　　第一节 主体——画面构成的灵魂
　　第二节 陪体——突出主体的绿叶
　　第三节 前景、背景——主体生存的环境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六章 电视画面构成的特殊元素——空白
　　第一节 空白的构成功能
　　第二节 空白的文化、哲学魅力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七章 电视摄影构图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电视画面构图的和谐构成学理与规律
　　第二节 电视摄影的画面特性
　　第三节 电视画面总体构成的美学基础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八章 电视摄影的机位坐标——构图角度的选择
　　第一节 电视画面的拍摄距离
　　第二节 电视画面的拍摄方向
　　第三节 电视画面的拍摄高度
　　本章问题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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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电视摄影的构图形态
　　第一节 电视画面的相对静态性构成
　　第二节 电视画面的动态性构成
　　第三节 电视画面的综合性构成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三篇 电视采访与编辑基础篇
　第十章 电视摄影采访的思路与方法
　　第一节 电视摄影采访的计划安排
　　第二节 电视采访的单机、双机机位与方法
　　第三节 《开拍了》摄影方法经典样式图例解析
　　第四节 《开拍了》户外摄影采访的经典样式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一章 电视节目编辑的认识与素养
　　第一节 关于电视节目编辑的认识
　　第二节 电视节目编辑人员的职业素养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二章 电视画面编辑的三大基础要求
　　第一节 镜头选择受制于内容与形式的要求
　　第二节 画面长度确定受制于节目时间要求
　　第三节 画面组接的逻辑要求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三章 画面编辑剪接点与运动轴线的逻辑掌控
　　第一节 画面剪接点的准确界定
　　第二节 运动轴线的逻辑掌控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四章 画面编辑与蒙太奇技巧
　　第一节 蒙太奇的含义
　　第二节 蒙太奇的分类
　　第三节 蒙太奇意义在《回家途中》、《国歌》案例中的显现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五章 电视声音编辑技巧
　　第一节 电视声音的意义
　　第二节 电视语言的编辑
　　第三节 电视音响的编辑
　　第四节 电视音乐的编辑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六章 图形化趋势下屏幕文字应用的观念与方法
　　第一节 屏幕文字的概念与历史渊源
　　第二节 屏幕文字的类别
　　第三节 屏幕文字的传播功能
　　第四节 屏幕文字的运用技巧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七章 数字化视域下转场特技应用的观念与方法
　　第一节 特技转场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技巧转场的基本内容与方法
　　第三节 无技巧转场
　　第四节 动画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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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特技应用的时间价值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四篇 节目篇
　第十八章 电视节目制作的起点：确立内容与寻找形式
　　第一节 内容为王：节目的选题与立意
　　第二节 形式是金：语言样式的寻找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十九章 新闻类电视节目的编辑技巧
　　第一节 消息类电视新闻的编辑
　　第二节 专题类电视新闻的编辑
　　第三节 视频影像为电视新闻制作提供原始真实
　　本章问题与思考
　第二十章 谈话类电视节目的编辑技巧
　　第一节 电影、广播为电视提供谈话参照
　　第二节 电视谈话节目的编辑要点
　　第三节 时政、生活类谈话节目的编辑
　　本章问题与思考
参考文献
附录：常用视频摄制术语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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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声音转场，除了在故事片中常见以外，在新闻片、专题片、纪录片中也很多见。
主要可分为旁白转场、人物同期声转场、音乐或音响转场三种方式。
　　其一，旁白转场。
就是用旁白的内容充当段落划分的依据，利用旁白内容的起、承、转、合，来完成场景的转换。
许多大型的纪录片会采用这种转场方法。
如大型纪录片《邓小平》中，许多重大历史时期画面的转换、过去与现在画面的转换，都是由旁白来
承担过渡、衔接作用的。
　　其二，人物同期声转场。
就是用另一个场景的人物同期声采访来做场景转换、承上启下的因素。
电视新闻中常用这种方法：前一个场景是旁白对人物及事件背景的介绍，后一个场景则直接切人人物
的同期声采访，与此同时完成场景的转换。
　　其三，音乐或音响转场。
专题片的画面与电视剧相比，较为零散，缺少情节性的连贯因素。
音乐和音响有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担当起转场、过渡的责任。
常见的方法有：在同一段音乐或音响的延伸中，画面自然过渡到下一个场景；用一段与前一段落不同
的新的音乐或音响来引出下一组画面。
利用音乐转场通常是把音乐的间歇、节点、结尾作为画面转换的依据；利用音响转场，则要抓住音响
的特点，依据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来转换画面。
例如，一位父亲在家中焦急等待，一声婴儿的啼哭，场景就从家里转到了医院产房外。
　　无技巧转场，对电视节目制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严密的构思和精巧的设计，特别是要
熟练地把握形象逻辑，尽量发现每一场景的画面与前后两个其他场景在外在形态和内部逻辑上的相关
因素，抓取一些能够用于场景转换的画面，以满足后期画面剪辑中对承担转换时空任务的转场画面的
需要。
　　电视的制作技巧是不断发展、丰富和成熟起来的，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只是电视节目中最常见的几
种无技巧转场方法。
只要我们在实践中从内容出发，不断地探索创新，将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转场手法，丰富电视片的形
式。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技巧的运用，都应当服从表现的需要，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及视觉、心理规律，
纯粹的技巧对节目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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