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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佳友在线摄影网汇集了网内7位知名网友罗德刚（吴家凯）、jesseli（李京）、容儿（容晶）、老枪（
苏岩）、大鹏鸟（王小鹏）、大可（刘奇）、科里（李大川）等老师的精美作品，并且经过精心地策
划、编撰，终完成了本书。本书分为摄影基础篇、相机基础篇、摄影美学篇、拍摄技巧篇等五大篇目
，共19章为读者从浅入深地介绍了摄影的基础知识、相机的详细操作步骤和技法，并对摄影构图、用
光、色彩三大核心技术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实战指导，本书还向读者详尽地阐释了风光、人像、微距
、夜景、体育、舞台、野生动物和街拍等8类影友常拍摄的摄影题材的实战技法。本书适合摄影初学
者学习参考。只要读者认真学习，并且能够积极实践，一定能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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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佳友在线摄影网是中国成立较早，较为知名的专业影像门户之一。佳友在线摄影网致力于向广大影友
、网友提供全方位的影像资讯，传播影像文化。佳友在线摄影网积极倡导快乐摄影的理念，致力于营
造较具亲和力和活力的摄影爱好者社区。经过多年的发展，网站聚合了近100 万摄影发烧友，分布于
全国各地，是摄影爱好者交流、分享的大型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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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佳友在线的铁杆粉丝，对这本书一定得支持，毕竟通过网站学到了很多摄影知识，让我从一
个什么也不懂的菜鸟，变成了也算粗通摄影之术的老手。书编得挺好，适合初学者从入门开始学习，
比起当年我天天翻帖子学摄影，学习效率可是要高多了
2、优质的摄影教程，精美的印刷和完美的教学内容相得益彰，无论是构图、用光还是对色彩的把握
都有非常好的诠释，有了这本书，我的摄影之路就要从零开始了
3、教学内容很多也很全，即是摄影入门教程，又是一本可以用来提高的摄影教程，买的很值
4、真的挺好的，从摄影小白一步步走向摄影达人的路上。
5、比较经典的一本摄影入门提高教程，有时候学习一下这类经典的教程，无疑是提升自己实力的一
条不错的途径。
6、真棒，教程写得杠杠的，无论是基础教学还是案例，都是体现出一个字——“精”，非常满意，
好评

Page 13



《佳友在线摄影课堂：数码摄影从入门到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