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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媒体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不断深入。
正是因为社会对数字媒体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我国各大、中专院校基本都先后开设了相关的数
字媒体专业。
特别是数字媒体艺术、动漫、广告、网络多媒体、摄影、广播电视新闻、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技术
学等专业，在全国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纵观国内数字媒体相关专业，在其课程设置中，对电视媒体类课程均有不同程度的重视。
电视媒体类课程均由以摄影和编辑为核心内容的一两门课程构成，这就需要一部以电视节目制作的基
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培养相互对应、内容精炼又不失系统性的专业水准教材。
针对这一要求，由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的几位一线教师，结合多年的影视类课程
教学经验和电视行业经验，历时两年多时间，精心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对电视节目制作中前后期的内容做了有效整合，是非电视编导专业开设电视媒体类等相关专业
课程的实用教材。
　　本书以电视摄像、画面编辑两部分内容为核心，从前期的电视摄像艺术到后期的电视编辑艺术，
从电视节目制作的基本流程和方法到实用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讲述。
其中，第l～7章为电视摄像部分，主要从摄像机、拍摄的基本方法、画面造型、光学镜头运用、拍摄
构图、拍摄用光等方面讲解电视画面拍摄的方法与技巧；第8～10章为电视画面编辑部分，主要讲解了
电视画面编辑的基础知识、画面编辑的艺术手法以及电视作品整体艺术创作所具备的知识，方法与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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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电视摄像与画面编辑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系统地论述了电视摄像从入门到提高再到电视艺术创
作需要掌握的技巧和方法。
本书第1～7章为电视摄像部分，主要从摄像机、拍摄的基本方法、画面造型、光学镜头运用、拍摄构
图、拍摄用光等方面讲解电视画面拍摄的方法与技巧；第 8～10章为电视画面编辑部分，主要讲解电
视画面编辑的基础知识、画面编辑的艺术手法以及电视作品整体艺术创作所具备的知识、方法与技巧
，从而从拍摄和编辑两个角度系统地阐述了电视节目艺术创作的理论知识和创作技巧。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艺术、教育技术以及与多媒体影音制作相关专业的
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和数字媒体产品开发人员学习电视节目制作方法的理
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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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视观众看到的电视画面是由摄像机拍摄完成的，在摄像机拍摄的过程中，涉及到对真实空间的
取景问题。
由于摄像机的构造原因，通过摄像机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人眼看到的世界并不一样，通过摄像机看到的
世界总是会受到画框的限制。
　　“画框”这种说法来自于美术绘画，也叫“景框”。
“画框”是指绘画中，用木条或者线条围起来的一个平面空间，表示绘画创作的空间。
电视画面也有一个这样相类似的四边形“画框”，通过摄像机看到的场景总是围在这个“画框”里。
这个范围大致相当于镜头的取景框，在电视拍摄中，这也被称之为“取景范围”。
拍摄对象进入画框范围之内叫做“入画”，从画框范围之内出去叫做“出画”。
一般情况下，电视画面的左侧被称之为“画左”，右侧被称之为“画右”。
　　正因为有了“画框”，电视画面中呈现出的空间和真实的空间有了区别。
电视画面中呈现出来的空间，首先经过了拍摄者对真实空间的取舍，真实空间内的物体不一定全部出
现在电视画面中。
同时，由于拍摄者通过摄像机对距离、焦距、角度、构图、光线等因素的调整，最终呈现在电视画面
中的空间和真实空间有了很大的区别，甚至完全不同。
这也是影像空间和真实空间的区别之所在。
　　人们对于空间的接受习惯也影响着画框在实际拍摄中的使用。
一般情况下，观众都会认为画框的上部将会用来表现天空，而画框的下部将会用来表现土地，因而自
然地，就使得画框的下部有了一种“重力感”。
在实际拍摄中，摄像师构图时通常都会不自觉地使画面的视觉重心偏下，而大多数的电视节目也将大
量的字幕放置在画框的底部，而不是上部。
画框也是构图的基础，正因为有了“画框”的存在，摄像师在构图时有了参照，而所谓构图也必须在
画框之内完成。
如果没有画框，也就无所谓构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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