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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各种信息与信息网络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
信息与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需求。
信息的多媒化、数字化、形象化、直观化。
不仅深化、强化了信息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对信息媒体的艺术性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各种影视节目、音像教材以及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与制作中。
艺术性特别是其中的美术成分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渲染主体、突出主题和深化内容的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各种现代视觉媒体（包括各种影视节目、音像教材、计算机软件与网络资源等）的设计与制
作质量和艺术，水平，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规划与支持下，我们编写了这本《现代视觉媒体美术》教
材。
《现代视觉媒体美术》是“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立项研究项目成果。
　　为了有利于教学。
《现代视觉媒体美术》在每章的开始都阐明了本章的学习目标，对学习者提出了要求：章末有思考题
和教学活动建议，以便学习者能通过一定的练习，巩固理论知识，加强技能训练。
此外，我们还编制了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软件，丰富多彩的内容可供教师和学生共同享用。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院长杨改学教授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结构设计。
编写绪论部分第一节和第二章的内容，并完成了全书的统稿工作；东北师范大学关大我教授编写绪论
第二节和第一、三、十、十三章；南京师范大学刘小林教授、刘荃老师编写第七、九、十一、十二章
；河北师范大学藤兰芝、薄芙丽副教授编写第四、五、六章；西南师范大学涂涛副教授编写第八章。
西北师范大学李燕临老师提供了色彩一章部分彩图。
东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学院研究生董昕参与编写了第十三章。
高等教育出版社董文芳副编审对《现代视觉媒体美术》的出版也付出了辛劳。
不仅亲自策划和组织了《现代视觉媒体美术》的编写工作及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软件的编制工作。
而且运用她多年来负责教育技术学专业教材建设工作所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和经验。
对《现代视觉媒体美术》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审阅过程中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加工
、修改并提出许多建议。
我们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学识与经验所限。
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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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立项研究成果，涵盖了美术基础知识及其在各种现
代视觉媒体制作中应用技能等方面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共十三章。
第一部分绪论，包括美术概述、视觉与图象等；第二部分为美术基础，由美术基础篇（包括造型、色
彩、构图等）和设计基础篇（包括平面、立体和色彩构成）构成；第三部分为美术应用，由计算机美
术篇（包括计算机美术、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动画等）和电视美术篇（电视美术、场景设计、人
物造型、书目包装等）。
在美术教材中增加计算机美术和计算机动画设计与制作内容，在我国尚属首次。
本书不仅是高等学校影视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摄影艺术 、教育技术学等专业基础教材，还可供从事
影视与计算机等现代视觉媒体设计与制作等的专业工作者参考和使用。
　　本书在系统阐述美术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美术在现代视觉媒体设计与制作
中的应用技能与方法，突出了计算机美术及计算机动画的设计与制作方面的内容，是一本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实用性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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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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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　　第二节　色彩的属性　　　一、色相　　　二、明度　　　三
、纯度　　　四、色立体　　第三节　色彩的混合　　　一、色光的混合和颜料的混合　　　二、原
色　　　三、间色　　　四、复色　　　五、补色　　　六、调和色　　　七、极度色　　第四节　
色彩的对比与调和　　　一、对比　　　二、调和　　　三、色调　　第五节　色彩的运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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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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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形象性　　美术作品总是以它的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和谐整体呈现给观者。
其根本特点就是它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和有许多形象组成的形象体系.因此，形象就是美术的基本单
位。
就像舞台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以及计算机屏幕艺术等，它们的艺术产品（作品），都是由各个
不同的艺术形象单位或单元所组成，观者正是从对一个一个形象单位的感知中获得知识。
获得信息，领略艺术的奥妙。
　　“形象”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可以是外界现实事物的形体外貌，也可以是现实事物形体外貌在人
的意识中的感性印象。
前者是现实事物本身的实际存在，后者是现实事物反映在人们主观意识之中的形式。
据此，可对美术的形象性概念作以下几点理解：　　（1）美术的形象性具有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
观、具象与意象结合统一的特点，是创作者与制作者主观能动创造的结果。
任何艺术作品，它的艺术形象既能动地表现着客观事物本身。
又浸透着艺术家对客观事物规律性认识的理解与情感。
　　（2）美术的形象性不是生活中相应的某一具体对象的被动反映。
而是创作者与制作者运用概括、提炼、集中、强化等手段使其形象突出和鲜明。
　　（3）美术的形象性的目的是给人以启迪和教育，而这种启迪与教育是通过艺术形象生动的情感
及美的形式，给人以情感上的满足和愉悦。
或者达到寓教于乐。
　　2.情感性　　人的情感是极其丰富的，但是艺术的情感既不是低级的情感.也不是一般的生理情感
，而是高级的审美情感，是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在客观事物美的作用下反映出的一种感知、想像、理解
、情感这四种主要因素和谐的结合。
美术作品也是这四种因素相结合的反映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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