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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9年7月21日，全球5．2亿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观众坐在各自的家中，兴致勃勃地观看
了由美国CBS广播公司转播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在月球登陆的实况。
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下登月舱舷梯的最后一级时，指着他即将踏上月球粉状表面的左脚说：“对于一
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这一大步，预示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进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新起点，同时，这一大步又预示着人类
信息传播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
它印证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此前提出的“电视的出现促成了地球村的诞生”的著名
论断。
 事隔近40年，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令人瞠目结舌，而多媒介的传播方式同样使人耳目一新。
最起码来说，网络传播速度的迅捷和在全球范围的普及使人类信息传播从手段、方法、技巧直至理念
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它一反以前报纸、电台、电视台点对面的单向传播和各自独立的传播方式，形成了双向互动、多媒介
融合、优势互补的新格局。
这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方式，改变了文科和理工科分离的人才培
养模式，淡化了新闻与传播类专业与其他专业的界限，因此对高校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半个多世纪来，我国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重课堂而轻
实验，重理论而轻实践。
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明显偏弱。
近七八年虽有较大的改观，但仍与教育部的人才培养要求和社会用人需求有较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与多数学校无完善的实验教学环境与设施，与全国至今无一部正规出版的配套的实验教材
，也与办学者的人才培养理念有极大的关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线性编辑实验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非线性编辑系统概述　第一节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基本构成　第二节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优势
　第三节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现状与发展第二单元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基本操作　实验一 建立工程　实
验二 非线性编辑设置　　一、系统设置　　二、工程设置　　三、播放设置和声道设置　　四、输出
设置　　五、路径设置　实验三 素材采集　　一、采集准备　　二、输入输出设置 　　三、设置素
材信息 　实验四 视音频编辑　　一、素材剪辑　　二、片段监视器和序列监视器 　　三、切点编辑
器　实验五 节目输出　　一、合成输出窗口 　　二、录制输出窗口 　　三、历史浮动窗口 　　四、
调音台 　　五、矢量示波器 　　六、显示内容和范围 第三单元 视频特技　实验六 运动变换　实验七 
横纵比变换　实验八 色度键／色度键阴影增强　实验九 色彩校正／选择性色彩校正　实验十三 维变
换　实验十一 亮度键　实验十二 蒙片　实验十三 材质板　实验十四 卷页　实验十五 阴影　实验十六 
散焦　实验十七 动态遮罩　实验十八 局部马赛克　实验十九 无级变速第四单元 视频扫换特技　实验
二十 淡入淡出　　一、单色淡入淡出　　二、淡入淡出／淡入淡出（多方式） 　实验二十一 划像第
五单元 字幕　实验二十二 静帧字幕　实验二十三 特技字幕的制作　实验二十四 多层字幕的制作　实
验二十五 滚屏字幕的制作　实验二十六 唱词字幕的制作　实验二十七 手绘动画字幕的制作　实验二
十八 动画字幕的添加　实验二十九 字幕模板库的应用第六单元 音频特技　实验三十 合唱效果　　一
、音频参数列表　　二、合唱特技制作　实验三十一 声音压缩　　一、压缩器参数　　二、声音压缩
效果制作　实验三十二 声音失真效果　　一、失真参数列表　　二、失真效果制作　实验三十三 回
声效果　　一、回声参数列表　　二、回声特技效果制作　实验三十四 环境回响　　一、环境回响参
数列表　　二、环境回响效果制作　实验三十五 颤音效果　　一、颤音效果参数列表　　二、颤音效
果制作　实验三十六 声音过滤　　一、声音过滤参数列表　　二、声音过滤特技制作　实验三十七 
声相调节　　一、声相调节参数列表　　二、声相特技效果制作　实验三十八 声音均衡调节　　一、
参数均衡参数列表　　二、参数均衡特技制作　实验三十九 声音波形混响　　一、波形混响参数列表
　　二、波形混响特技制作　实验四十 声道交换　　一、声道交换参数列表　　二、声道交换特技制
作第七单元 实例应用　实验四十一 新闻节目制作　实验四十二 宣传片头制作　　一、第一段画面的
制作过程　　二、第二段画面的制作过程　　三、第三段画面的制作过程　　四、第四段画面的制作
过程　　五、第五段画面的制作过程　　六、第六段画面的制作过程　　七、第七段画面的制作过程
　　八、第八段画面的制作过程第八单元 快捷键操作　　一、编辑快捷键　　二、序列上的快捷操作
　　三、字幕编辑快捷操作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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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验目的　　在这次实验当中，我们将根据喜玛拉雅非线性编辑系统提供的特技功能，学习如何
添加和调整视频扫换特技（淡人淡出、划像、卷页）；认识视频特技与画面内容如何完美配合以及视
频特技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各个方面。
　　实验原理　　在剪辑影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从一个场面的镜头切换到另一个场面的镜头中去
，同时标志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的情况。
镜头的这种组接，按照技巧的使用情况，可以分为有技巧组接和无技巧组接两大类。
　　无技巧组接是指不用任何视频特技，而是直接用镜头的自然过渡来连接镜头或段落的方法，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切”。
这种衔接使观众看不到“剪辑的痕迹”，具有顺理成章之感。
无技巧组接的关键在于寻找合理的转换因素和适当的造型因素，使上下镜头建立起视觉的连贯性和时
空转换的合理性。
　　有技巧组接是指用视频特技生成的技巧性画面来完成镜头的分隔和转换。
现代电子技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视觉样式和视觉效果，使画面的组接更加灵活多样。
镜头组接的要求是：自然、流畅、有机、深刻，给观众的视觉感受、情绪感受、心理感受要舒适、自
然、生动，具有美感。
常用的技巧组接方式有以下几种：　　1.淡变　　淡变是相邻两镜头画面在某一段时间内相互渐变产
生的组接方式。
淡变的特点是第一个画面慢慢隐没，第二个画面慢慢显现，所以又称为“淡入淡出”或“渐显渐隐”
，通常结合一起使用。
这种转换技巧多用在场与场之间的转换，可以给观众的视觉以短暂的休息，同时造成时间与空间的间
隔作用，还能延伸情绪和调整节奏。
“渐显”、“渐隐”的过程主要根据情节的发展和节奏的需要而定。
电视节目中淡变技巧制作的长度一般是2秒，淡出淡人合并使用时的衔接长度为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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