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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播电影电视部统编系列教材《电视概论》、《电视新闻》、《电视专题》、《电视摄像造型》、《
电视照明》、《电视画面编辑》、《电视采访与写作》、《电视音乐音响》、《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广播电视概论》共10本书，是在1997年8月出版的。
这套教材作为主管部门统编的规范性教材，主要对象本来是广播电视系统的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的广
播电视专业的学生，但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下，国内许多高校竞相开办广播电视专业，
这套教材也就陆续走进许多高校的广播电视院系。
尽管这套教材存在不尽如入意之处，但在那学生年年热招、专业教师奇缺的年代里，它不仅在最初起
到了救急的作用，而且为后来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广播电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历史性的
作用。
一晃10年过去了，形势和国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广播电视的发展变化更大。
首先在体制上广播电影电视部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改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所属的院校
也在全国高校体制改革中全部划出。
但社会上的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方兴未艾，办学布点不断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
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印证了广播电视事业在飞速发展。
1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节目套数不断增加；以频道专业化、栏目品牌化、节目
精品化和制播分离为目标的运作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高新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广播电视的制作水平和
播出质量大大提高，传输手段和覆盖效果大大改善。
广播电视作为我国当代的主流媒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创新能力明显提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今，我国广播电视已进入一个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换时期，进入一个向新兴媒体延伸扩展进
而升级换代的时期。
当前，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地面无线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广播电视台内部制作播出的数字化正在加速
进行；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已经开播；直播卫星的使用将进一步优化广播电视的传输覆盖体系。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新兴媒体异军突起，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网络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竞相开办视频业务，使传统的广播电视
媒体倍感压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画面编辑>>

内容概要

作者编辑出版的这套教材，是在总结前三套教科书编著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淀十年来电视理论方
面的研究成果，以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大、中专学生为主要对象，从电视事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对鲜活而生动的节目制作专业知识作系统科学的阐述，注重电视理论界比较成熟和比较
趋于一致的认识、概念和定义的表述，使这套教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理论性和实用性，成为广电部
系统电视专业大中专学生的规范化教材，同时，对于电视台在岗的电视节目制作及自学成材者有着一
定的指导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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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视画面编辑概述电视画面编辑是电视片创作的后期工作，它是根据节目的要求对镜头进行选
择，然后寻找最佳剪接点进行组合、排列的过程。
目的是最彻底地传达出创作者的意图。
在普遍意义上，“编辑”一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工种，即编辑机上的操作员，侧重于物理效
果，是技术层面上的；二是指创作上的一个环节，侧重于意义的表达，是艺术层面上的。
本书论述所涉及的“编辑”主要是指后面这种含义，不过它也常用来同时指创作环节和这一环节的创
作者。
与有详尽分镜头脚本的电影、电视剧片的编辑不同，以纪实性为特征的电视片的编辑，由于面对的是
一堆杂乱的即兴式的抓取的镜头，这时的编辑过程是创作味很浓的。
创作意图的修正和表达，都依靠编辑过程逐步完成，只有好的编辑才能赋予电视片以生命。
各种镜头在未经巧妙地组合统一起来为表达意义或叙述之前，只是许多零碎的片断，构图再美、信息
量再大、表现力再强的镜头，若没有认真挑选和进行有意义地编辑，在段落中和成片之前，也只能像
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难以展现自身的光彩。
只有对它们进行切割、磨洗、造型、镶嵌等过程的整治，才能展现出其天生丽质，供人充分欣赏。
这些切割、磨洗、造型、镶嵌等工序也就是电视片编辑过程中对前期拍摄的镜头的整治过程即挑选、
切除、组合和排列。
它最终给人的不仅是视觉心理上的流畅，更让人从中获得一种积累的效果。
这种积累是由于在编辑中融合了巧妙的构思，使得镜头的组合效果往往比多场景段落加在一起的效果
更大。
在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决不仅只是重造，而是一种创造。
正是艺术性和技巧的巧妙结合，使得镜头在组合和排列中完成其功能，并传达出丰富多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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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画面编辑》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统编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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