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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摄像专项技能 

培养规程 

 

电视摄像技能训练，是在学生学习电视摄像课程之后，将电视摄像理论与

基本应用技能融合在一起的一门独立开设的专业实践课程。 

通过对电视摄像技能与技巧的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摄像机及其附属设备

的调整和使用，牢固掌握电视摄像的基本拍摄技术，锻炼学生的摄像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的画面创作思维，提高学生独立完成电视节目摄像任务的水平。 

促进学生摄像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升，培养学生较高的专业能力，增

强学生的市场竞争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和创业打下基础。 

学生通过电视摄像技能训练课程的训练，参加理论、操作、作品三个方面

的考核，获得相应的成绩。 

 

一、总体目标与要求 

1.掌握电视摄像的基本理论。 

2.识记摄像机的各组成部分及其附属设备。 

3.掌握摄像机的操作和调整方法。 

4.熟练运用摄像机进行拍摄。 

5.掌握不同类型作品的拍摄方法。 

6.掌握摄像创作的思维方法。 

7.培养专业的摄像师。 

8.对学生的摄像水平进行评定。 

 

二、技能培养的程序和方法 

（一）参与对象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二年级学生。 

（二）具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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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过《摄影艺术》、《电视节目制作》和《电视摄像》等先修课程， 

2.非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要具备一定的电视节目制作基础。 

（三）组织机制 

由学院组织，广播电视编导系成立专门的考核小组，责成专业教师进行指

导，由考核小组进行评分考核。 

（四）理论课内容和方法 

具体各部分对应学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如下： 

课程导论（2 学时） 

 

第一章  数字电视摄像概述（1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电视的传播、再现与表现等特质的属性与功能。 

2.了解电视技术的发展对电视节目制作的影响。 

3.了解电视节目制作设备的发展过程及现存的五种数字设备格式。 

4.掌握电视时空的特点。 

5.掌握电视节目制作的四种基本方式。 

6.掌握电视节目的基本制作流程。 

【重点及难点】 

1.电视画面特性及其在电视节目中的地位 

2.电视画面造型特点 

3.电影摄影与电视摄像的异同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电视节目制作的特点 

一、电视的传播、再现与表现 

二、电视是技术的产物 

三、电视节目制作系统的发展 

第二节  电视的时空特性 

一、时空结构 

二、电视时空结构 

三、网络时空结构 

第三节  电视节目制作流程 

一、电视节目制作方式 

二、电视节目制播流程 

第四节  数字电视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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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字摄像机（3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摄像机的发展与分类。 

2.理解摄像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及其含义。 

3.理解 CCD 摄像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组成。 

4.掌握摄像机的调整方法。 

5.掌握摄像机的正确操作步骤。 

6.掌握摄像机的维护保养方法。 

7.了解摄像机中采用的新技术和新功能 

【重点及难点】 

1.理解摄像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及其含义。 

2.理解 CCD 摄像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组 

3.掌握摄像机的维护保养方法。 

4.了解 CCD 摄像机中采用的新技术和新功能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摄像机概述 

一、摄像机的发展 

二、摄像机的分类 

三、摄像机的性能指标 

四、摄像机的选购与维护 

第二节 摄像机的基本原理 

一、光学系统 

二、摄像器件 

三、电路处理系统 

四、数字视频压缩格式 

（一）数字视频特性 

（二）数字视频非压缩格式 

（三）数字视频压缩格式 

（四）DV 基础的视频格式 

第三节  高清摄像机 

一、高清摄像机的发展历程 

二、高清摄像机的标准 

三、HDTV 的视频格式  

第四节  摄像机的构成 

一、松下 AJ-D913MC 摄像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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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镜头 

（二）机身 

（三）寻像器 

（四）电源 

（五）话筒 

（六）适配器和电缆 

二、松下 AG－DVC180BMC 摄像机简介 

（一）主要部件及其功能 

（二）寻像器 

（三）对电池充电 

（四）取放电池 

（五）从 AC 适配器供电 

（六）盒式磁带 

（七）设置电子快门 

（八）调节白平衡 

（九）调节黑平衡 

（十）ATW（自动跟踪白平衡）功能  

（十一）摄像机模式时，寻像器中的显示 

（十二）VCR 模式时，寻像器中的显示 

（十三）播放 

第五节 数字摄像机性能简介 

一、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 

二、数字处理、控制功能 

三、灵活简便的操作性 

第六节 摄像机的安装设备  

一、三脚架 

二、斯坦尼康（Steadicam） 

三、摇臂 

四、演播室台座 

五、移动车 

六、升降车 

 

第三章  摄像机的调整与使用（4学时） 

【教学目标】 

1.掌握摄像机的基本调整 

2.理解曝光控制的作用 

3.掌握画面曝光的基本方法 

4.掌握摄像机音频系统的使用 

5.了解常见的同期声录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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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掌握摄像操作基本要求 

7.理解各种拍摄方法、操作技巧 

8.掌握用摄像机拍摄的基本要领 

【重点及难点】 

1.掌握画面曝光的基本方法 

2.掌握摄像机音频系统的使用 

3.理解各种拍摄方法、操作技巧 

4.掌握用摄像机拍摄的基本要领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摄像机的调整  

一、寻像器的调整 

二、白平衡调整 

三、黑平衡调整 

四、增益调整 

五、电子快门的使用 

六、聚焦的调整 

七、光圈的调整 

八、后焦距的调整 

九、景深的控制 

十、音频录制调整 

十一、画幅比例的调整 

十二、安全区域调整 

十三、三脚架的调整 

第二节  控制画面曝光的方法 

一、什么是控制画面曝光 

二、控制画面曝光的作用 

三、控制画面曝光的操作方法 

第三节 声音录制  

一、影视作品中声音的类型 

二、影视作品中声音的功能 

三、不同类型电视节目声音的设计 

四、摄像机音频系统的使用 

五、常见的同期声录制技巧 

第四节  摄像操作基本要求 

一、执机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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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拍摄方法 

三．操作技巧 

四、拍摄的基本要领 

五、拍摄时的注意事项 

六、单机拍摄小结 

 

第四章  电视画面（2学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电视画面的定义和特点 

2. 理解电视画面的作用 

3. 了解镜头时间长度的一般规律 

4. 了解影视时间的种类及作用 

5. 理解画面时间的造型问题 

6. 理解单个镜头时间长度的一般规律 

【重点及难点】 

1. 理解画面时间的造型问题 

2. 理解单个镜头时间长度的一般规律 

3. 理解电视画面的作用 

4. 了解镜头时间长度的一般规律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电视画面概述 

一、电视画面的定义 

二、电视画面的特点 

三、电视画面的作用 

第二节  电视画面的时间 

一、影视时间的种类及作用 

二、画面时间的造型问题 

第三节 镜头时间长度的一般规律 

一、镜头所包含的内容 

二、景别 

三、构图形式 

四、台词和解说词 

五、节奏 

六、情绪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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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定镜头（2学时） 

【教学目标】 

 了解固定镜头的概念 

 了解固定镜头视觉效果 

 掌握固定镜头的特性 

 掌握固定镜头的作用 

 掌握固定镜头的拍摄技巧 

 掌握固定镜头的注意事项 

第一节  固定镜头视觉效果 

一、静中有动 

二、因静更动  

第二节  固定镜头的特性 

一、固定镜头框架的静态性 

二、固定镜头的方向性 

三、固定镜头的叙事性 

第三节  固定镜头的作用 

一、主要作用 

二、基础地位 

第四节  固定镜头的拍摄 

一、操作步骤 

二、拍摄要领 

三、拍摄技巧 

 

第六章  运动镜头（4学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跟镜头技巧的几种方式及表现

特点 

2. 理解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跟镜头技巧的表现功能与运用 

3. 掌握运用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跟镜头技巧需要注意的问

题 

4. 掌握综合运动摄像 

5. 掌握运用运动摄像技巧需要注意的问题 

6. 【重点及难点】 

1. 掌握运用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跟镜头技巧需要注意的问

题 

2. 掌握综合运动摄像 

3. 掌握运用运动摄像技巧需要注意的问题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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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推镜头 

一、推镜头的概念 

二、推镜头的拍摄方法 

四、推镜头的功能 

五、推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拉镜头 

一、拉镜头的概念 

二、拉镜头的拍摄方法 

三、拉镜头的特点 

四、拉镜头的功能 

五、拉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摇镜头 

一、摇镜头的概念 

二、摇镜头的拍摄方法 

三、摇镜头的特点 

四、摇镜头的功能 

五、摇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六、甩镜头 

第四节 移镜头 

一、移镜头的概念 

二、移镜头的拍摄方法 

三、移镜头的特点 

四、移镜头的功能 

五、移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六、升降摄像 

第五节 跟镜头 

一、跟镜头的概念 

二、跟镜头的拍摄方法 

三、移镜头的特点 

四、跟镜头的功能 

五、跟镜头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六节 综合运动摄像  

一、综合运动摄像的概念 

二、综合运动摄像的拍摄方法 

三、综合运动摄像拍摄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七章  摄像构图（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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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了解摄像构图 

2．理解摄像构图的含义 

3．理解摄像画面的标准和要求 

4．掌握摄像构图的对象 

5．掌握摄像构图的角度 

6．掌握摄像构图的总体要求 

7．理解构图元素与法则 

8．掌握系列景别的特性 

9．掌握构图的轴线规则 

10．了解摄像构图分类及表现特点 

【重点及难点】 

1．掌握摄像构图的对象 

2．掌握摄像构图的角度 

3．掌握摄像构图的总体要求 

4．理解构图元素与法则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摄像构图概述 

一、摄像构图的含义 

二、摄像构图的特点 

三、构图的总体要求 

第二节  摄像构图的对象 

一、主体 

二、陪体 

三、前景 

四、背景 

第三节  摄像构图的角度 

一、摄像距离 

二、摄像高度 

第五节  构图元素 

一、点、线、面与空白 

二、黄金分割式构图 

三、九宫格式构图 

五、构图的经典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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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构图形式 

一、静态构图与动态构图 

二、固定画面与运动画面 

三、封闭式构图与开放式构图 

四、绘画性构图与纪实性构图 

 

第八章  光线（2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光线的性质与相关概念 

2．理解光线的分类及特点 

3．理解画面的光线效果及特点 

4．理解自然光的特点及运用 

5．了解直射光、反射光及环境反射光的特点及运用 

6．理解人工观光的特点及运用 

7．了解灯光照明方法 

8．掌握三点布光的方法  

9．掌握光线处理需要注意的问题 

【重点及难点】 

1．理解光线的分类及特点 

2．理解画面的光线效果及特点 

3．理解自然光的特点及运用 

4．了解直射光、反射光及环境反射光的特点及运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光线概述  

第二节  光线的分类 

一、从光线投射的方向分类 

二、从光线的造型作用分类 

三、从光线效果分类 

四、从光线性质分类 

五、从光线色度上分类 

第三节 光线的基本造型作用 

一、画面的光线效果及特点 

二、画面的影调效果及特点 

三、对象的立体效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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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象的空间效果表现 

五、对象的质感效果表现 

第四节 自然光的特点及运用 

一、自然光的特点 

二、直射光的特点及运用 

三、散射光的特点及运用 

四、环境反射光的特点及运用 

第五节 人工观光的特点及运用 

一、人工光特点 

三、夜景光线处理 

第六节 光线处理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光线特点与表现那内容的和谐统一 

二、光线的均衡与对比：投影，明暗分布，对比 

三、光线的衔接 

 

第九章  色彩（2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色彩的物理特性  

2．理解色彩的生理特性  

3．了解色彩的感情表意特性 

4．掌握色彩运用与控制 

5．掌握色彩基调确立原则、表现形式及控制方式 

【重点及难点】 

1．了解色彩的感情表意特性 

2．掌握色彩运用与控制 

3．掌握色彩基调确立原则、表现形式及控制方式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色彩的物理特性 

一、光线的颜色 

二、物体的颜色 

三、色彩的特征 

第二节  色彩的生理特性 

一、色觉守恒反应 

二、色觉相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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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觉同时反应 

四、色觉冷暖反应 

第三节  色彩的感情特性 

一、红色 

二、黄色 

三、绿色 

四、蓝色 

五、黑色 

六、白色 

第四节  色彩的画面表现 

一、色彩基调及确立原则 

二、色彩基调表现形式 

三、色彩基调的控制方式 

 

第十章  场面调度（4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场面调度 

2．理解电视场面调度与电影场面调度的关系 

3．理解电视场面调度与画面构图的关系 

4．掌握轴线的概念及规律 

5．掌握轴线在机位中的使用方法 

6．理解三角形原理 

掌握镜头设计的技巧 

【重点及难点】 

1．掌握轴线的概念及规律 

2．掌握轴线在机位中的使用方法 

3．理解三角形原理 

4．掌握镜头设计的技巧 

5．【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场面调度概述  

一、电影场面调度 

二、电视场面调度与电影场面调度的关系 

三、电视场面调度与画面构图的关系 

第二节 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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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线 

二、越轴 

三、越轴的方法 

四、越轴的注意事项 

第三节 三角形原理 

一、三角形原理 

二、机位设置 

第四节 镜头设计 

 

第十一章  电视摄像语言（2 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摄像语言的表达特点 

2．理解摄像语言的表达（思维）方式 

3．掌握摄像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 

4．掌握摄像语言的组织结构、句式和角度 

【重点及难点】 

1．掌握摄像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 

2．掌握摄像语言的组织结构、句式和角度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电视摄像语言概述 

第二节 电视摄像语言思维 

一、艺术表达思维方式 

二、纪实表达思维方式 

第三节 电视摄像语言运用  

一、电视摄像语言构成 

二、电视摄像语言的句式 

三、电视摄像语言的角度 

 

第十二章  摄像师的素质要求（2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摄影师的任务 

2．理解 摄像师工作的特点 

3．掌握摄像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4．掌握电视摄像师的编辑意识的重要性 

5．掌握后期编辑对前期拍摄工作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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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及难点】 

1．掌握摄像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掌握电视摄像师的编辑意识的重要性 

3．掌握后期编辑对前期拍摄工作的启发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摄像师的任务 

第二节  摄像师工作的特点 

一、技术与艺术的综合性 

二、拍摄时的再创作性 

三、拍摄前对作品的理解 

四、拍摄现场的灵性 

第三节  摄像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娴熟的技术操作能力 

二、扎实的影视专业知识 

三、全面的艺术修养 

四、务实的现场拍摄 

五、文理兼容的科学知识 

六、丰富的想象力 

七、后期编辑意识 

 

第十三章  电视摄像拍摄实践（2学时） 

【教学目标】 

1．了解影像片摄制的体例及特点 

2．掌握虚拟性电视节目的拍摄 

3．理解不同场景的拍摄方法 

【重点及难点】 

1．掌握虚拟性电视节目的拍摄 

2．理解不同场景的拍摄方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影视作品分析法 

3.讨论法 

 

第一节 不同场景的拍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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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场 

二、两个人物 

三、三个人物 

四、多个人物 

五、动态场景 

六、入画与出画 

第二节 虚拟性电视节目的拍摄 

一、电视剧的拍摄 

二、MV 的创作 

第三节  纪实类电视节目的拍摄 

一、资料片的拍摄 

二、宣传片的拍摄 

三、会务片的拍摄 

四、展演片的拍摄 

五、纪录片的拍摄 

 

（五）实验课内容和方法 

实验课程的设计按照实践与理论自然衔接、以实验促技能、循序渐进的设计

思想，培养学生电视摄像的各种技术技巧，扩展学生综合运用现代电视传媒的能

力。 

详细实践项目名称、方法和内容、学时、类型和要求如下： 

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基本方法和内容 

项目 

学时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教学 

要求
 

备注
 

1 摄像机的使用 

实验方法：教师讲解、演示和学生实际操

作，教师进行个别指导。实验内容：摄像

机的光圈调整、聚焦调整、白平衡调整以

及摄像机其它开关的功能及设置、开机拍

摄、录制回放。 

2 基础 2～4 必修  

2 画面取景及构图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不

同景别画面的拍摄、不同角度画面的拍

摄、不同方向画面的拍摄、不同构图方式

画面的拍摄。 

2 综合 2～4 必修  

3 固定镜头拍摄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不

同景别、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构图

方式的画面在摄像机固定时的拍摄方法。 

2 综合 2～4 必修 

上交

3-5

分钟

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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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基本方法和内容 

项目 

学时 

项目 

类型
 

每组 

人数
 

教学 

要求
 

备注
 

4 推拉镜头拍摄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摄

距变化的推镜头的操作、摄距变化的拉镜

头的操作、焦距变化的推镜头的操作、焦

距变化的拉镜头的操作。 

2 综合 2～4 必修 

上交

3-5

分钟

的作

品 

5 摇移跟镜头拍摄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摇

镜头的操作方法、移镜头的操作方法、跟

镜头的操作方法 

2 综合 2～4 必修 

上交

3-5

分钟

的作

品 

6 
摄像机综合运动拍

摄训练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推、

拉、摇、移等摄像机综合运动的操作技巧、

摄像机在动作载体上的拍摄方法。 

2 综合 2～4 必修 

上交

3-5

分钟

的作

品 

7 摄像机综合训练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各

种运动拍摄方式的组合、不同持机方式的

技巧训练、不同景别的运动拍摄。 

2 设计 2～4 必修 上交

10

分钟

的作

品 8 电视空间构成 

实验方法：教师布置任务和学生外景拍

摄，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实验内容：摄

像机的拍摄创造电视空间的技巧、摄像机

的拍摄创造电视时间的技巧。 

2 设计 2～4 必修 

9 电视专题片拍摄 

实验方法：学生选题、编写分镜头稿本并

进行拍摄，教师进行指导、检查和验收。

实验内容：完整电视专题节目的拍摄和制

作。 

4 设计 4～8 选修 

与实

习实

践相

结合 

10 DV 作品拍摄 

实验方法：学生选题、编辑分镜头稿本并

进行拍摄，教师进行指导和检查验收。实

验内容：完整 DV 节目的拍摄和制作 

4 设计 4～8 选修 

与实

习实

践相

结合 

11 电视短剧拍摄 

实验方法：学生选题、编辑分镜头稿本并

进行拍摄，教师进行指导和检查验收。实

验内容：完整电视短剧的拍摄和制作。 

4 设计 4～8 选修 

与实

习实

践相

结合 

12 演播室节目拍摄 

实验方法：学生选题、编辑分镜头稿本并

进行拍摄，教师进行指导和检查验收。实

验内容：室内剧、情境剧、访谈类节目的

拍摄和制作。 

4 设计 4～8 选修 

与实

习实

践相

结合 

 

实验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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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预习：实验前要求学生自学实验教材，或通过网络平台自学实验

内容。 

（2）集体讲解：实验前先由实验老师讲解实验要求、步骤以及实验注意事

项等； 

（3）分组实验：实验课程根据实验设备数量，分组进行，由学生进行实际

操作。 

（4）实验指导：实验过程中，教师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实验要求：教师给出创作的具体要求，学生根据要求，撰写剧本或分

镜头稿本，结合自己的创意进行创作。 

（6）实验作品：实验课程结束，学生要上交 6 个作品，其中前 5 个为 1-3

分钟的作品，最后一个为 15 分钟左右的作品。 

 

三、实训方法 

1.理论知识：与《电视摄像》课程教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 

2.摄像机操作：除了《电视摄像》课程实验教学的训练，可以与电视摄像

实验室联系，填写申请表，安排相应的训练。 

3.作品创作： 

作品创作中的选题，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可以自主选题，写出摄制提纲，经指导教师审核，报考核小组审

批，合格后，按照要求进行创作； 

（2）学生在《电视摄像》课程中的实验作品，写出摄制提纲，经指导教师

审核，报考核小组审批，合格后，按照要求进行创作； 

（3）指导教师根据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公司的影视制作业务和聊城大学传媒

技术学院分团委与电视节目相关的活动，选定合适的作为作品的选题，报考核小

组审批，合格后，由学生从中选择，按要求进行创作。 

（4）学生申请的校级和院级科技创新项目中与电视节目制作相关的选题，

由指导教师进行指导，并按照要求进行创作。 

 

四、实训项目 

电视摄像技能训练主要由 10 个项目组成，根据考核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三

个方面，即理论知识、摄像机操作和作品创作。 

在实际训练中，按照四大部分来进行。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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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第二部分是摄像机基本操作，包括项目二、项目三、项目四、项目五；

第三部分是摄像艺术，包括项目六、项目七、项目八；第四部分是作品创作，包

括项目九和项目十。 

详见附后的《电视摄像技能训练实验指导书》。 

 

五、考核方法 

每学年第一学期结束前 1 个月，开始测评。采用现场抽题的方式进行测试，

题目包括理论测试（20 分）、摄像机操作（60 分）和作品创作（30 分）。 

1．理论测试：学生按所抽题目回答，一般包含一道题目。由考核小组的教

师进行成绩评定。 

2．摄像机操作：学生按所抽的题目进行操作，测试时间 5分钟。包括指认

部件、按钮操作、拍摄操作。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考核教师现场打分。 

具体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见下表。 

 

分值 

项目 
20——16 15——8 7——1 0 

回答问题 

准确、迅速 

全面，要点具备

（0-30 秒） 

回答不流畅，不全

面，要点内容缺少

较多 

有思考过程（30-60

秒） 

回答不流畅，不全

面，要点内容极少

长时间思考（60-80

秒 

错误 

指认部件 
准确、迅速

（0-30 秒） 

有思考过程（30-60

秒） 

长时间思考（60-80

秒） 
错误 

按钮操作 

准确找到按钮，

迅速进行操作，

并得到正确结

果（0-30 秒） 

能找到按钮，能进

行操作，并得到正

确结果 

有思考过程（30-60

秒） 

能找到按钮，能进

行操作，操作结果

不确定 

长时间思考（60-80

秒）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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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操作 

按要求进行拍

摄，操作符合电

视拍摄的基本

要求，并获得完

美的画面效果

（0-30 秒） 

能按要求进行拍

摄，操作符合电视

拍摄的基本要求，

并获得画面效果 

有思考过程（30-60

秒） 

能按要求进行拍

摄，操作符合电视

拍摄的基本要求，

并获得画面效果 

长时间思考（60-80

秒） 

错误 

 

3．作品创作：根据学生上交的作品评分，由考核小组进行统一观看，各评

委评分，取平均分计算成绩，满分 20 分。 

评分标准： 

1）题材与主题要求（3分） 

（1）作品的题材、体裁和风格不限。但不得涉及暴力、色情、反动言论等

违法内容， 

（2）立意新颖，主题思想健康、积极、进步、文明，符合当代先进的社会

潮流， 

（3）题材新鲜，有时代性，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有形象性，内容丰富，真

实客观，并体现人文性， 

（4）所有作品都必须是原创作品，严禁抄袭、盗用等。 

2）摄像艺术要求（8分） 

（1）画面构图精美， 

（2）景别处理正确到位， 

（3）镜头流畅， 

（4）现场同期声清晰； 

（5）摄像技巧运用合理。 

3）技术指标要求（4分） 

（1）结构严谨，段落分明， 

（2）画面流畅，有细节与高潮，节奏感强， 

（3）开头前 3分钟要有抓住人的精彩内容， 

（4）片头、片尾以及全片的包装要有创新。 

4）剪辑制作要求（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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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画面清晰，曝光准确，画面不偏色，无杂波， 

（2）剪辑点干净，无夹帧、丢帧， 

（3）声音清楚，无噪波， 

（4）字幕无错字、别字； 

（5）要求作品片长约 15 分钟左右，最长不得超过 40 分钟（特殊情况例

外）。 

（6）作品格式要求为 WMV 格式（低码流）和 DVD（码流不低于 8M）,将两

种格式的文件以 DVD 数据光盘的形式刻录。 

（7）在数据光盘中，要上交相关的电子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剧照、工作

照片、光盘封面和光盘盒的 PSD 和 JPEG 文件、作品内容简介、导演阐述等。 

5）评委印象分（2分） 

评委根据作品的整体印象，给出的评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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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摄像技能训练实验指导书 

 
项目一  电视摄像基本理论 

一、实训目的  

学习和掌握电视摄像及摄像机的基本理论。 

二、实训设备 

本项目属于理论学习，不需要设备。 

三、实训方法 

按照电视摄像技能实训实验指导书的要求，学习理论知识。 

四、实训内容 

1．镜头及其含义、类型，轴线及越轴。 

2．电视画面及其要素（主体、陪体、前景、后景、背景、环境）。 

3．造型元素（景别、角度、构图、光线、色彩、运动）。 

4．摄像机的分类、性能指标、光学镜头、滤镜系统、摄像器件、处理电路

等理论。 

五、说明 

本项目由考核小组，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指定专业教师进行辅导，时间为

2-4 小时，在教室或机房进行讲解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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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松下 AG－DVC180BMC 摄像机的使用 

一、实训目的  

1．了解和学会正确使用 AG－DVC180BMC 摄像机 

2．熟悉 AG－DVC180BMC 摄像机的开关及按钮 

3．掌握 AG－DVC180BMC 摄像机的操作方法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在操作摄像机的过程中，有不清楚的地方要及时与教师沟通。 

3．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的操作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参照实训指导书的要求，了解和熟悉摄像机的各个组成部件。 

2．安装电池及正确开机，安装磁带。 

3．摄像机的菜单及设置方法。 

4．设置手动或自动操作模式。（看懂寻像器中的提示信息） 

5．白平衡开关及按钮。 

6．调焦开关及按钮。 

7．电子快门开关及按钮。 

8．光圈开关及按钮。 

9．拍摄并录制。 

10．回放观看。 

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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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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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松下 AG－DVC180BMC 摄像机的调整 

一、实训目的  

1．熟悉 AG－DVC180BMC 摄像机用于调整的开关及按钮 

2．掌握 AG－DVC180BMC 摄像机的调整方法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在操作摄像机的过程中，有不清楚的地方要及时与教师沟通。 

3．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的操作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摄像机菜单的设置方法。（部分项目的调整） 

2．调整白平衡的方法。 

3．手动聚焦，控制景深。 

4．手动变焦，实现急推急拉的效果。 

5．手动调整快门速度，并设置同步扫描的速度。 

6．手动调整光圈，控制画面曝光。 

7．调整 ND Filter，控制画面曝光及景深。 

8．进行录制及回看。 

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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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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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四   摄像机变焦镜头的使用 

一、实训目的 

1．掌握摄像机变焦镜头在不同焦距下的使用方法。 

2．掌握变焦镜头所拍摄画面的表现特点。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主要是了解掌握摄像机变焦镜头在不同焦距下的特性、不同景别的作用、

不同高度、不同方向在表现上的不同点。 

3．具体拍摄过程和拍摄内容可以自定。拍摄过程中要注意画面的取景与构

图。 

4．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实验中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使用广角、标准、长焦镜头拍摄相同景别画面。 

2．使用广角、标准、长焦镜头拍摄不同方向运动物体。 

3．使用广角、标准、长焦镜头拍摄不同景深物体。 

4．使用广角、标准、长焦镜头运用不同角度拍摄物体。 

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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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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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不同的执机方式 

一、实训目的 

1．掌握徒手执机方式的拍摄方法。 

2．掌握肩扛执机方式的拍摄方法。 

3．掌握固定执机方式的拍摄方法。 

4．三角架的调整和使用。 

5．掌握“平、稳、匀、准、清”的拍摄要领。 

6．掌握拍摄时的呼吸技巧。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拍摄内容可以自主决定。拍摄过程中要注意画面的取景与构图。 

3．在不同的执机方式下进行拍摄，练习掌握“平、稳、匀、准、清”的拍

摄要领。 

4．男同学手持摄像机进行拍摄，稳定时间要保持 2 分钟左右；女同学手持

摄像机进行拍摄，稳定时间要保持 1 分钟左右。 

5．在拍摄时，要结合最终上交的作品，按照分镜头稿本进行拍摄。 

6．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实验中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手持摄像机，在广角、标准、长焦时进行拍摄，用固定画面表现环境。 

2．肩扛摄像机，在广角、标准、长焦时进行拍摄，用固定画面表现运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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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3．固定摄像机，运用摄像机的变焦镜头进行不同景别画面的拍摄。 

4．用不同的执机方式，从不同角度拍摄不同景别的画面。 

5．手持或肩扛摄像机，练习稳定性。 

6．在不同的执机方式下，体会拍摄时的呼吸方法。 

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5．从本次实验开始，要为最终上交的作品积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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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画面取景与构图 

一、实训目的 

1．掌握画面构图的一般要求和规律。 

2．理解不同景别的作用 

3．能够恰当地安排画面内的主体、陪体、前景、背景、后景、环境。 

4．能利用各种造型元素进行画面构图。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拍摄内容可以自主决定。拍摄过程中要注意画面主体的位置安排，陪体

的处理方式，前景和背景的作用等在表现上的不同特点。 

3．要充分利用各种造型元素进行构图，达到取景的目的。 

4. 当拍摄内容发生运动或变化时，要及时调整取景与构图，达到最佳效果，

掌握动态构图的方法。 

5．在拍摄时，要结合最终上交的作品，按照分镜头稿本进行拍摄。 

6．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实验中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不同的构图形式。 

2．主体、陪体的不同处理。 

3．前景、后景的不同处理。 

4．背景、环境的不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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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造型元素的运用。 

6．体会运动镜头在景别变化中的作用。 

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5．从本次实验开始，要为最终上交的作品积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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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七   运动拍摄 

一、实训目的 

1．掌握运动画面拍摄的一般要求和规律。 

2．掌握推镜头的拍摄方法 

3．掌握拉镜头的拍摄方法 

4．掌握摇镜头的拍摄方法 

5．掌握移镜头的拍摄方法 

6．掌握跟镜头的拍摄方法 

7．升降镜头的拍摄方法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拍摄内容可以自主决定。主要是了解掌握运动摄像的基本操作，注意不

同的运动方式在拍摄上的不同方式。 

3．拍摄时，要体现 “平、稳、匀、准”的基本要求。尤其要把握好运动镜

头的起幅与落幅。拍摄过程中要注意画面的取景与构图。 

4．在拍摄时，要结合最终上交的作品，按照分镜头稿本进行拍摄。 

5．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实验中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结合一定内容分别拍摄推、拉、摇、移、跟等不同的运动镜头； 

2．选择适合的内容运用综合运动的方式进行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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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用手持摄像机、肩扛摄像机和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角架上的方法分别进

行运动拍摄。 

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5．从本次实验开始，要为最终上交的作品积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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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摄像综合训练 

一、实训目的 

1．掌握和巩固摄像机运动拍摄的方法 

2．掌握摄像机综合运动拍摄的方法 

3．掌握在拍摄过程中进行调整的方法。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教师给出创作的具体要求，学生根据要求结合自己的创意进行创作。拍

摄内容可以自主决定，但是要经过精心设计，要体现出一定的故事性或表现一定

的意义。 

3．拍摄时，要体现 “平、稳、匀、准”的基本要求。 

4．在拍摄时，要结合最终上交的作品，按照分镜头稿本进行拍摄。 

5．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实验中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选择适合的内容练习将运动拍摄的方法综合在一起进行拍摄； 

2．选择适合的内容运用综合运动的方式拍摄不同景别的画面； 

3．要用手持摄像机、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角架上和摄像机在运动载体上等多

种方法进行运动拍摄； 

4. 拍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画面的取景、构图、白平衡、焦点、曝光

等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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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5．从本次实验开始，要为最终上交的作品积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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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九   电视空间构成 

一、实验目的 

1．掌握运用拍摄的方法创造电视时空的一般要求和规律。 

2．巩固摄像机综合运动拍摄的方法。 

3．掌握拍摄过程中调整画面的取景、构图、白平衡、焦点、曝光等的方法。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教师给出创作的具体要求，学生根据要求结合自己的创意进行创作。拍

摄内容可以自主决定，但是要经过精心设计，要体现出一定的故事性或表现一定

的意义。 

3．拍摄时，要体现 “平、稳、匀、准”的基本要求。技术和艺术指标要达

到要求。 

4．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实验中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和总结。 

四、实训内容 

1．根据拍摄稿本，用拍摄的方法创造电视的空间； 

2．根据拍摄稿本，用拍摄的方法创造电视的时间； 

3．选择适合的内容运用综合运动的方式拍摄，进行电视时空的创造； 

4. 拍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画面的取景、构图、白平衡、焦点、曝光

等进行适当调整； 

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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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五、注意事项 

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5．从本次实验开始，要为最终上交的作品积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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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DV 作品拍摄 

一、实训目的 

1．掌握不同作品的选题、策划方法。 

2．掌握撰写分镜头稿本的方法。 

3．培养表演、拍摄、后期制作等综合能力。 

4．提高学生摄制完整 DV 作品的能力。 

二、实训设备 

名称 型号及规格 数量 

数字摄录一体机 AG－DVC180BMC 1 

电池 CGR-D16 2 

外接话筒 AG-MC100G 1 

话筒电缆 5 米 1 

磁带 AY-DVM63 自备 

三角架 TH650 1 

三、实训方法 

1．按照实训指导书本次实训的内容要求，分组进行。每组由组长负责领取

机器及相应的配件。在实训结束后由组长负责检查、清点物品，并交回实验室。 

2．学生进行选题、撰写分镜头稿本、拍摄、制作。 

3. 教师进行指导、检查和验收。 

4．在实验开始时，学生要填写项目申请表，并上交拍摄稿本，指导教师进

行审查，得到批准后独立进行摄制。 

5. 在实验结束后，学生要以 DVD 数据光盘的形式上交作品，作品的长度在

15 分钟左右，分镜头稿本等相关材料也要上交，缺少相关材料者，成绩一律不

合格。 

四、实训内容和步骤 

1．学生自主选题或采用指导教师指定的题目进行创作。 

2．学生要撰写分镜头稿本、制定拍摄计划、选择演员、场景等工作。 

3. 要将拍摄的素材编辑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 

五、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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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爱护实验设备，开关和按钮的使用切忌用力过猛，以免损坏设备。

不懂的地方要向组长及教师问清楚以后再操作。 

2．听从实验教师的安排，按时领取和归还设备。发生故障要立即报告，不

得隐瞒。 

3．拍摄时要特别注意安全，走路、下楼也要注意脚下，避免人身和设备出

现意外。 

六、实训要求 

1．事先预习有关摄像机使用的内容和有关注意事项。 

2．本次实训的拍摄内容不作具体要求。 

3．要将本次实训内容与前面所学的理论内容相结合。 

4．在实训过程中，要做好数据记录，为撰写实训报告做准备。 

5．从本次实验要提前开始，要与前面的内容相结合，建议在项目一开始时

进行选题、策划、撰写分镜头稿本等工作；项目五开始进行拍摄，以提高实训效

果和加快制作进度。 

6．如情况特殊，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