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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
主要趋势和国际教育界的基本共识。国际教育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共识，是因为现代教育技术的本质
是利用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手段）去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效果、效益与
效率的目标。效果的体现是各学科教学质量的改进；效益的体现是用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取更大的产出
（即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效率的体现是用较少的时间来达到教学内容和课程标准的要求。现代
教育技术所追求的这三个方面的目标，也是各级教育部门领导和校长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的目标。而
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正是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所在。但是技术是要靠人来掌握的，要让现代教育技
术的上述优势得以发挥，需要依靠大批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与方法的人才（即合乎一定规格与要求
的专业人才）去贯彻。而合乎一定规格与要求的专业人才只有通过规范化的专业课程设置及相关的教
学内容（即教材）才能培养出来。由此可见，专业课程教材建设（尤其是专业的主干课程教材建设）
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一届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自2001年6月成立之日起，即开
始考虑和规划本专业主干课程的教材建设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以多媒体和网络通信
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日益广泛的应用对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反映这
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于1998-2001年间，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一套“面向21世纪的教
育技术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包含八门主干课程）。这套教材是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教育技术理论
与实践发展的全面总结，也是适应世纪交替时期实现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后，
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首先，国际教育技术界对于教育技术的认识在进一步深化，
尤其是Blending Learning（混合式学习）概念被赋予全新内涵以后重新提出并受到广泛的关注，不仅反
映了国际教育技术界对理想学习方式看法的改变，而且反映了国际教育技术界关于教育思想与教学观
念的大提高与大转变，这必将对教育技术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近年来兴起的教
育信息化浪潮正有力地推动信息技术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应用使教育技术日益普及，
从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技术对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潜力；逐渐明确教育技术专业人员新的
角色定位；而教育技术的广泛实践反过来又促进教育信息化浪潮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这些深刻
的变化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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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节目制作系统》分上、下两篇，共13章。基本理论篇在系统介绍彩色电视摄像机、磁带录像机
、特技机等电视节目制作设备的基础上，对演播室节目制作系统、外景节目制作系统、线性编辑系统
、非线性编辑系统、音响制作系统等前后期电视节目制作系统进行全面阐述，并对近年来发展较快的
虚拟演播室系统、数字电视节目制作环境等内容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实践应用篇针对电视制作系统的
配接、摄录设备的使用和后期电视制作系统等内容，设置了大量的设备操作与技能训练项目。
《电视节目制作系统》遵循“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编写原则，在内容安排上，
既有对传统内容的精辟分析，也有对现代内容的综合介绍；既注重基本理论的解读，也强调实践环节
的训练。具有内容新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
《电视节目制作系统》可作为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等相关专业的课程教材，
也可供广大影视爱好者参考或作为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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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磁记录与重放的基本原理如前所述，当外磁场作用于铁磁物质时，铁磁物质将被磁化，当外
磁场消失后，铁磁物质还能保留与外磁场大小和方向相对应的磁场，这是磁记录与重放的基础。（1
）记录原理磁性记录原理如图2.3所示，当记录信号电流通过磁头线圈时，线圈中将产生感应磁通，由
于磁头线圈绕在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磁芯上，因此磁头线圈产生的感应磁通将要通过磁芯构成闭合回路
，但由于磁芯留有工作间隙，间隙处为空气或玻璃介质，其磁阻要比铁氧体磁芯大得多，结果使磁力
线在磁头工作间隙处外溢而产生漏磁场。当涂有磁性材料的磁带与磁头工作间隙相接触时，由于磁性
材料的磁阻很小，它便把磁头间隙两端连接起来构成闭合回路，从而对漏磁场形成旁路，结果使磁带
上的磁性层被通过它的磁通所磁化。由于磁带上的磁性层是用硬磁性材料制成的，因此，当记录信号
电流消失后，磁带上便留下了与记录信号电流大小和方向相对应的剩磁。当磁带以一定的速度移动并
经过磁头工作间隙，便可在磁带上留下连续的与记录信号电流大小成正比的剩磁轨迹（简称磁迹）。
由于磁带记录的磁化强度与记录信号电流的变化规律是相同的，如果记录信号电流是正弦波，那么磁
带的磁性层上记录的磁化强度沿磁带运行方向也按正弦波的规律变化，记录一个周期的信号磁带所走
过的长度，即记录一个周期信号的磁迹长度称为记录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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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节目制作系统》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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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 课本 董海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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