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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的诀窍》

内容概要

《摄影的诀窍》是摄影畅销书作者杨品以自己多年的摄影创作实践和丰富的摄影教学经验为基础，以
具有实践性和启发性的“摄影的诀窍”作为全书的主线，把枯燥的摄影知识和复杂的摄影技术变成一
个个实操性非常强的诀窍，让初学者真正体会到学习摄影可以这么简单和有趣。如何培养发现美的眼
睛，如何发挥出镜头的最大潜力，为何大光圈镜头通常要缩小半挡光圈使用，为何拍摄的天空不蓝，
为何绿色不绿等这些初学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都做了精妙的回答和解读。
书中的一个个“诀窍”会让读者的摄影学习兴趣变得浓厚，看完每一部分内容，都会有立即动身去实
践的冲动，让读者真正地学会摄影，爱上摄影，享受摄影的乐趣，真正地把摄影还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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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品，摄影畅销书作者，光线摄影学院创始人，中文论坛100强之橡树摄影网联合创始人，著名新媒体
艺术专家，曾担任多项全国摄影比赛、选秀活动的特邀评委嘉宾，长期致力于摄影文化的普及。著有
《数码摄影圣经》、《数码单反摄影完全指南》、《手机摄影技巧大全》等畅销书。
向尚，光线摄影学院官方网站主编，自幼受家庭环境熏陶，对摄影充满了热情，并一直痴迷其中。作
为非常受追捧的摄影老师，他经常应邀为全国各地的摄影协会、大学、中小学、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等开展摄影老师的培训工作。对于摄影艺术，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想法，将技术与美学有机地结
合，把生活的美好和感动带给更多人。
曾兰，光线摄影学院教研室主任，美女摄影老师，微电影导演。她对于学员一直都抱有“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的期待，她认为摄影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她的摄影艺术教
育理念是“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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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 熟悉各地秋叶最美的时间顺序
15.5.2 使暗部呈现迷人蓝色调
15.6 荷花摄影的诀窍
15.6.1 走进荷花池进行仰视拍摄
15.6.2 不要被绘画所迷惑了
15.7 蜻蜓摄影的诀窍
15.8 狗尾草摄影的诀窍
15.9 白鹭摄影的诀窍
15.10 观赏鱼摄影的诀窍
15.11 昆虫摄影的诀窍
第十六章 人像摄影的诀窍
16.1 人像摄影的非摄影技巧
16.1.1 打破拘束
16.1.2 设计场景
16.1.3 导演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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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向影视学习
16.1.5 化妆师很关键
16.1.6 姿态很重要
16.2 人像摄影的必杀绝技
16.2.1 点测光
16.2.2 单点自动对焦
16.2.3 大光圈镜头
16.2.4 反光板和柔光板
16.2.5 恰当的光比控制
16.2.6 使胖子变瘦的技巧
16.3 人像摄影的常见问题
16.3.1 背景杂乱
16.3.2 不敢用高ISO感光度
16.3.3 肤色不理想
16.4 儿童摄影的诀窍
16.4.1 放低拍摄角度
16.4.2 好表情就是一切
16.4.3 光线尽量柔和一些
16.5 婚礼摄影的诀窍
16.5.1 永远站在合适的位置
16.5.2 ISO感光度设置的窍门
16.5.3 防止快门突然无法释放
16.5.4 反射闪光一定要格外小心
16.5.5 闪光灯和电池的选购要诀
16.6 美女摄影的诀窍
16.6.1 不要对模特动手动脚
16.6.2 自然的才是最美的
16.6.3 服饰与环境的融合
16.6.4 轮廓光的运用诀窍
16.7 纪实摄影的诀窍
16.7.1 纪念照才是最珍贵的
16.7.2 抓住稍纵即逝的时代感
16.7.3 决定性瞬间的纪实摄影理念
16.7.4 非决定性瞬间的纪实摄影理念
16.7.5 有始终胜过无
16.8 民俗摄影的诀窍
16.9 新闻摄影的诀窍
16.9.1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摄影记者
16.9.2 任何照片都可能成为新闻照片
16.9.3 谨防新闻照片因过时而失效
16.10 体育摄影的诀窍
16.10.1 预测到下一秒钟的动向
16.10.2 追随摄影的强烈动感效果
16.11 舞台摄影的诀窍
16.12 弱光人像摄影的诀窍
16.12.1 只要有光就可以摄影
16.12.2 使用闪光灯模拟现场光
16.13 人像剪影摄影的诀窍
第十七章 RAW格式后期处理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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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JPEG格式也可以享受的特权
17.2 认识Camera Raw的界面
17.3 后期案例一：使蓝天白云更美
17.4 后期案例二：使色彩更干净、通透
17.5 后期案例三：快速校正严重偏色
17.6 后期案例四：使逆光人像更光鲜
17.7 后期案例四：单独调亮漆黑脸部
17.8 后期案例五：使构图更加简洁、干净
17.9 后期案例六：使秋天色彩更加绚丽
17.10 后期案例七：使黯淡的雾景更美
17.11 后期案例八：批量处理RAW格式
17.12 后期案例八：妙用配方文件
第十八章 Photoshop后期处理照片的诀窍
18.1 杀鸡千万不可用牛刀
18.2 历史记录画笔工具的神奇用途
18.2.1 风荷特效制作实例
18.2.2 爆炸特效制作实例
18.3 合成多次曝光的影像实例
附录
互动交流
摄影人必须养成的好习惯
如何才能学好摄影
探究摄影艺术的本质
何为一张真正的好照片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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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初学者看这书不累，还很实在！
2、很适合初学者。从相机的结构开始全面介绍各种基础知识，比较实用。
3、好快就可以读完。主要是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初学者适用。
4、浅显易懂 适合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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