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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院校新设计系列教材：数码摄影基础（新1版）》结合其大学摄影教学与创作实践的
丰富经验，立足于数码摄影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从简单的认识摄影入手，侧重摄影思维的引导，
兼顾数码摄影技术的讲解，注重内容的实用价值，集技巧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内容丰富。
《中国美术院校新设计系列教材：数码摄影基础（新1版）》具有以下特点：教学思维新颖，能计学
牛在快速掌握数码摄影技术语言的同时，深刻认识和珲解摄影的艺术语言：以图例形式讲解摄影创作
实践中的种种弊端，引导初学者不走弯路，范例作品更多地选用和解读世界经典与当代名作，增加可
读性与可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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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劲权，1973年生，先后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现仟山东师范大学摄影教研室主
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全国高校摄影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长期担任并主持的主要教学研究方向有摄影艺术与技术基础、摄影的构图与用光、摄影创作、影像的
造型表现语言、人像摄影、广告摄影等理论与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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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认识摄影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4学时）
一 摄影到底是什么
二 做一个有思想的摄影者
三 人眼与照相机有何区别
第二章 基础篇
第一节 认识数码照相机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4学时）
一 照相机的基本结构和类型
二 数码相机的工作原理
三 CCD与CMOS为何物
四 噪音与坏点
第二节 影像的技术控制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20学时）
一 认识镜头
二 了解快门速度
三 互易律
四 使影像更清晰
五 什么是18%灰
六 区域曝光的应用
七 测光是怎样完成的
八 曝光标尺的使用
九 根据直方图检查照片的曝光情况
十 高反差条件下的曝光
十一 曝光过度或不足的影响
第三节 数码照相机的功能与实践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4学时）
一 白平衡选择与控制
二 感光度（ISO）的应用
三 照片格式的应用
四 光学变焦与数码变焦
本章作业要求
第三章 影像表现篇
第一节 摄影表现的基本法则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20学时）
一 景别的表现力
二 用光造型
三 黄金分割
四 视觉中心
五 影调的形式
六 对比的手法
七 利用反射体
八 色彩的表现特性
九 巧妙地利用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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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有效地利用前景
十一 抓取生活中的精彩瞬间
十二 表现生活中被人忽略的角落
十三 影子的神秘力量
十四 表现细节
十五 纯形式构成
十六 艺术观点与构图
十七 视角与主题
十八 重复曝光
十九 使用彩色还是黑白表现更合适
第二节 摄影的后期制作与调整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8学时）
一 影调的调整
二 影像的再创作
三 构图的重新认识
四 对使用计算机进行影像后期处理时的几点建议
第三节 好照片的标准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8学时）
一 数码影像的画质评价标准
二 一幅好照片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
三 一幅好照片要有一个能引入注意的主体
四 简洁是才能的姊妹
五 关于影像的清晰度
本章作业要求
第四章 摄影实战篇
（教学进程：建议课时数为8学时）
第一节 小数码也出大作品
第二节 巧用现场光
第三节 巧用随机闪光灯
第四节 巧用家用灯光
附录 著名摄影师的创作与观念
本章作业要求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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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ISO感光度是衡量CCD或CMOS影像传感器感光速度标准的国际通用指标。
从字面上来理解，感光度即影像传感器对光线敏感的程度，ISO数值越高就说明该影像传感器的感光
能力越强。
感光度越低，形成准确曝光时要求曝光量就越多；反之，就越少。
常用的典型ISO值有50、100、200、400、800、1600、3200等等。
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相同曝光量的前提下，ISO50时的曝光时问为ISO100时的曝光时
间的2倍，而ISO100时的曝光时间又为ISO200时的曝光时间的2倍，为ISO400时14倍。
也就是说，前面所列常用的典型ISO值中数字每增加一倍，曝光量可以减少一倍，但最终得到的照片
亮度还将保持一致。
如：在ISO100条件下曝光组合为1／60秒、f8，而在ISO200条件下只需1/125秒、f8，在ISO400条件下只
需1／250秒、f8，在ISO800条件下只需1／500秒、f8⋯⋯因此，我们也由此可知道，改变一档感光度也
相当于改变了一档光圈值或一档快门速度的曝光量，感光度、光圈和快门速度这三个因素的典型数字
之间在控制曝光量层面上其实是一个等量关系。
所以，在调整曝光时我们可以利用这三者的关系和互易律原理加以灵活运用。
 一般情况下，ISO值越低，照片的成像素质越好，其影像细腻、清晰、低噪点；ISO值越高，在相同曝
光值条件下照片的亮度就越高，而照片的质量会随着ISO值的升高而降低，噪点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但高ISO值可以弥补光线的不足。
因此，光线充足的情况一定要使用尽量低的ISO值，在光线较弱的情况下也要尽量使用低感光度拍摄
，但切记要使用三脚架以保持影像的清晰度。
而高ISO值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
小型数码与专业单反数码在高感光度条件下的照片质量有着明显的差别。
 现代数码相机的光学变焦与传统相机镜头工作模式基本一致，是通过镜片移动来对所需拍摄的景物进
行拉近或推远，依靠光学镜头本身的结构来实现变焦。
光学变焦倍数越大，使用也越方便、灵活，长焦端也越能拍摄到较远景物的较大影像比率。
简单地说，光学变焦就是通过改变镜头的焦距而实现，是一种物理层面的变焦。
值得一提的是光学变焦不同于数码变焦，只改变取景范围和景深效果，对照片的成像质量不造成任何
影响。
 现代数码相机配备的光学变焦镜头一般在2—5倍左右，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0倍或者更大。
如：24—120mm镜头的光学变焦倍数为5倍，它可以比较清晰且比较自由地拍摄到1—20米范围内的所
有景物。
 数码变焦（Digital Zoom）主要体现在非专业的小型数码照相机层面，其实质就是画面的电子放大。
是通过数码相机内的处理器，把影像传感器上原来的一部分像素（部分画面）使用“插值”处理手段
进行放大，直至充满整个画面，从而达到较远距离摄取景物较大影像比率的目的，是一种在光学变焦
倍数受限制的情况下实行的数字模拟转换形式。
通过数码变焦，所需拍摄的景物虽然放大了，但它的图像质量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有点像VCD
或DVD中的ZOOM功能，所以数码变焦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因此，我们在选购数码相机时不要被高倍的数码变焦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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