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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和对学生实际情况的了解而编写的，书中精心挑选了几十个经典
案例进行详细讲解，通过与这些案例配套的练习来巩固本书的知识点和操作技能。
本书理论与实践结合，将设计案例的制作过程与理论相结合进行讲解。
    本书内容分为非线性编辑及镜头语言运用、后期剪辑基础操作、丰富的视频转场特技、神奇的视频
特效、强大的音频特效、字幕制作、综合案例制作和专题训练8部分。
编者将Premiere Pro 2.0的基本功能和最新功能融入案例，读者可以边学边练，既能掌握软件功能，又
能快速地进入实际的案例操作过程中。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及中等职业院校计算机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影视后期制作人员与爱好者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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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符合人的思维方式和影视表现主题　　要使观众看懂制作的影视作品并满足观众的心理要求，
镜头的组接一定要符合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而且影视节目的主题与中心思想要明确。
　　2.景别的变化要“循序渐进”　　在拍摄过程中要注意，有两种方式不宜用于后期组接。
一是在拍摄一个场景的时候，景别的发展过分剧烈；二是景别的变化不大，而且拍摄角度变化也不大
。
　　作为一个摄影师在拍摄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景别的发展变化规律，循序渐进地变换镜头。
　　在影视后期剪辑中一定要注意，同一机位，同景别又是同一个主题的画面不能组接在一起。
因为它们之间的景别变化小，角度变化也不大，一幅幅画面看起来雷同，接在～起就像同一个镜头在
不断地重复。
只要画面中的景物稍有变化，就会在人的视觉中产生跳动或者使人感觉一个长镜头被剪断了好多次，
破坏了画面的连续性。
　　3.拍摄方向和轴线规律　　在影视后期剪辑中要遵循轴线规律，否则两个画面接在一起主体对象
会出现“撞车”现象。
　　在拍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摄像师不能越过轴线，到另一侧进行拍摄。
如果为了特殊表现的需要，在越过轴线的时候，也要使用过渡镜头，这样才能不会使观众产生误会。
　　4.“动”接“动”、“静”接“静”　　“动”接“动”是指画面中同一主题或者主体的动作是
连贯的，可以动作接动作，达到流畅、简洁过渡的目的。
　　“静”接“静”是指两个画面中的主体运动是不连贯的，或者它们中间有停顿，那么这两个镜头
的组接，必须在前一个画面主体做完一个完整动作停下来后，接入另一个从静止到开始的运动镜头。
　　为了特殊表现的需要，也可以“静”接“动”或“动”接“静”。
这需要读者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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