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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数字编辑与动画制作》

前言

　　近年来，电视制作技术正经历着从模拟向数字化转变的新型的发展阶段，电视技术的数字化带来
了世界范围内整个行业的又一场深刻变革，视觉时代的日新月异，推动了其整个行业发展的进程。作
者身处与国内外接轨的广州，充分利用地域的优势，综观国际同行业的风云变换和潮起潮落，立足于
行业学科发展的前沿，并有幸与国内外高校和媒体行业的一线实战专家学者进行学术研讨。然而，随
着传媒的全球化发展，我国如何培养传媒专业理论与数字化制作的双重人才，以加快国际化进程，逐
步成为新时期国内传媒行业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焦点。　　本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别从艺术层
面和技术层面对电视节目制作与编辑流程进行了介绍。内容涵盖电视节目制作的方方面面，包括电视
演播系统的结构和原理、电视演播制作系统组成、电视演播制作流程、电视演播制作系统的功能、电
视的艺术特性、电视的传播特性、电视节目制作流程、电视节目的总体设计、电视节目的选材、电视
摄像、电视画面编辑、电视音乐制作、电视动画制作等。　　本书的特点是媒体数字化理论和影视动
画制作方法的实践创新，以案例为主线，汇集了数百例中外优秀作品作为案例，对其创作手法进行深
入的研究讨论，对电视制作方法进行了全程的解析。在第一章至第六章中，着重描述了从方案策划、
拍摄提纲和分镜头脚本撰写、前期拍摄技巧表现手法到后期编辑蒙太奇语言运用等的整个制作过程，
并以电视广告和纪录片等为主体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进一步揭示媒体数字化编辑制作的本质内涵。在
第七章和第八章中，重点对动画创作和制作方法进行分析并详尽介绍了动作捕捉系统的功用，阐述了
国内外动画制作的发展历程，并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的动画特点进行对比评析，分析了我国动画
存在的问题，探究解决方法和途径，以及未来发展策略。同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大量采用鲜活的
案例，力求做到概念清楚、内容新颖、实用性强。为了帮助读者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每章后面均给
出了思考与练习题。希望本书能为影视和动画从业人员的创作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以适
应媒体国际化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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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数字编辑与动画制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别从艺术层面和技术层面对电视节目制作与
编辑流程进行了介绍。内容涵盖电视节目制作的方方面面，包括电视演播系统的结构和原理、电视演
播制作系统组成、电视演播制作流程、电视演播制作系统的功能、电视的艺术特性、电视的传播特性
、电视节目制作流程、电视节目的总体设计、电视节目的选材、电视摄像、电视画面编辑、电视音乐
制作、电视动画制作等。 
《电视数字编辑与动画制作》的特点是媒体数字化理论和影视动画制作方法的实践创新，以案例为主
线，汇集了数百例中外优秀作品作为案例，对其创作手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讨论，对电视制作方法进行
了全程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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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电视制播系统  第一节  电视演播系统的结构和原理    一、电视演播系统的结构    二、电视演播
系统工作原理    三、电视摄像系统的技术功能    四、电视演播系统图示  第二节  电视传播的特性    一、
艺术延伸性    二、现场实时传真性    三、运动性    四、互动性    五、节目收视的选择性  第三节  电视节
目制作流程    一、构思创作阶段    二、拍摄录制阶段    三、编辑合成阶段  第四节  电视节目的总体设计
   一、方案策划    二、电视节目的主题    三、电视节目的结构    四、拍摄提纲与分镜头脚本  第五节  电
视节目选材    一、围绕主题选择材料    二、用电视思维选择材料  第六节  数字三维虚拟演播系统    一、
系统结构和工作原理    二、虚拟演播系统功能    三、系统各个功能模块    四、虚拟演播系统的特点    五
、虚拟演播室布光    六、系统数字色键的主要性能  练习题第二章  电视摄像  第一节  电视摄像系统概
述    一、摄像系统结构    二、摄像系统原理  第二节  摄像技术与方法    一、摄像构图    二、操作流程与
技巧  第三节  电视摄像艺术    一、运动镜头的形式    二、运动镜头的功用  第四节  镜头的方向性    一、
轴线与轴线规律    二、轴线的合理突破    三、景别与角度  练习题第三章  非线性编辑系统  第一节  非线
性编辑系统概述    一、网络技术和非线性编辑技术的最佳结合点    二、线性编辑与非线性编辑    三、
系统性能    四、系统功用  第二节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软硬件组成    一、系统硬件部分    二、系统软件部
分  第三节  非线性网络编辑系统    一、系统的特点    二、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三、网络非线性编辑
的技术特性分析  第四节  非线性编辑系统运作和技术优势    一、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工作流程    二、非
线性编辑系统的优势  第五节  数字特技效果运用    一、淡变    二、溶变    三、划变    四、定格    五、立
体翻转  第六节  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典型应用    一、电视剧编辑与广告制作    二、节目播出    三、素材管
理与制作播出的网络化  练习题第四章  电视画面编辑  第一节  镜头组接原则    一、画面内容具有逻辑
关系    二、动作组接连贯流畅  第二节  镜头组接的技巧    一、镜头组接的基本关系    二、组接方法与技
巧  第三节  画面语言的句式    一、前进式句子    二、后退式句子    三、环形式句子    四、穿插式句子  
第四节  蒙太奇技巧    一、蒙太奇的内涵    二、蒙太奇技巧的运用  第五节  蒙太奇的表现形式    一、叙
事蒙太奇    二、表现蒙太奇  第六节  画面语言的节  奏与韵律    一、声画结合产生节  奏    二、节  奏韵
律创造气氛  练习题第五章  音频制作  第一节  音频制作系统概述  第二节  电视节目的声音构成    一、语
言声音    二、音乐声音    三、音响声音  第三节  电视解说词与画面的和谐互补    一、阐述事件发生的整
体和特定环境    二、传播主体概念信息    三、深化内涵并揭示主题    四、意境创设    五、刻画人物形象
   六、加深创作情感，产生互动    七、激发联想，延伸画面时空    八、结构性场面组接  第四节  现场采
访同期声    一、增强信息传播的可信性    二、增强节目内容的交流    三、增强电视节目的感染力  第五
节  电视音乐的运用    一、深化主题意境    二、抒发情感内涵    三、推进剧情势态    四、渲染背景气氛   
五、描绘景物特征    六、刻画人物形象    七、产生音乐形象    八、扩展时空  第六节  电视音响的运用    
一、纪录画面真实    二、描绘环境气氛    三、刻画人物情感    四、实现场景转换  练习题第六章  电视片
创作  第一节  电视纪录片创作    一、纪录片的创作模式    二、纪录片的叙事与编辑  第二节  音乐电视编
辑    一、音乐电视概述    二、音乐电视的传播特性    三、音乐电视的创意    四、音乐电视的视觉设计    
五、音乐电视的结构    六、音乐电视编辑的特点  第三节  电视公益广告创作    一、电视公益广告的传
播特性    二、电视公益广告的风格  练习题第七章  动画制作  第一节  动画制作系统概述    一、系统功能
   二、系统特性  第二节  二维动画设计    一、二维动画制作流程    二、二维动画制作方法和步骤  第三
节  三维动画制作    一、剧本的确定    二、角色的运动    三、镜头的选定    四、灯弈。告白设罾    五、
动画渲染导出  第四节  运动捕捉系统    一、运动捕捉系统结构和工作流程    二、运动捕捉系统的优势    
三、运动捕捉效率对比    四、实时运动捕捉效果  练习题第八章  中外动画特点分析  第一节  中外动画
发展概述    一、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    二、美国动画发展概述    三、美国的主流动画    四、美国的非主
流动画——艺术动画概况    五、日本动画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中外动画的艺术特点分析    一、中国动
画的艺术特点分析    二、美国动画的艺术特点分析    三、日本动画的艺术特点分析    四、欧洲动画的
艺术特点分析  第三节  中国动画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一、中国动画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应对措
施  练习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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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电视还是各种构成元素综合的产物。电视以人、物、景为具体载体，形成了视觉与听觉的综合感
知。声画的有机结合，决定了电视比印刷媒介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丰富性。《泰坦尼克号》中Jack
与Rose在船头富于诗意的瞬间，如果只有画面造型的构造，没有音乐的渲染和演绎，那叹为观止的意
境是无法深入人心的；相反，如果没有画面铺就的故事化情节，音乐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也是该片
主题曲《我心依旧》能够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二、现场实时传真性　　电视（Television）的本
意是远距离传输图像，可以说，传真性是电视与生俱来的。如果说电影是活动照相的话，那么，电视
则是活动照相的延伸，它既可以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的动态过程，也可以对事件进行形象化、艺术化
的表现和处理。　　电视的媒介技术决定了电视节目具有高度的传真性，摄像机和话筒采录的画面和
声音具有很高的保真度和传真力，像观众的眼睛跟摄影机的镜头合一一样，观众的耳朵跟微音器也是
合一的，他们听到的声音也是微音器当初听到的声音，这一点并不会由于放映或还音地点的不同而有
所变异。电视信号的采集、制作手段使电视逼真地记录和表现事物的可能性增强，特别是计算机多媒
体技术与数字化制作技术的发展，电视的表现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再现，许多人类
的梦境、幻觉等抽象或虚构的事物，在电视中都能化为相对应的视听形象呈现在屏幕上，令人信服。
尽管银幕上幻觉的运动、时间和空间具有假定性，但是，在观众看来，它们即便是在幻想作品中，也
是可信的。事实上，镜头语言的描绘是电视传真性的最主要手段，电视造型手段创造的直观形象，让
观众声画并举地感受和体验历史与现实，即使是根本不可能亲历的事件可以目睹，对终身难以涉足的
领域也可以一览无余，电视确实有着不可阻挡的魅力。　　当然，传真性并不意味着电视排斥和否定
假定性。电视在二维的平面空间中展现三维的立体世界，声、光、色的物质实体构成独特的屏幕时空
，在有限中表现无限的内涵，物理属性的时空决定了镜头在采集和录制时的取舍和过滤，组合成符合
观众收视心理和需求但又不等同于现实的假定性形象。同时，摄像镜头不仅可以代表观众的视点，也
可以代表剧中人物的角度，赋予人们的内心活动以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梦境等假定性手法直接呈
现人物的内心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假定并不等于虚假，假定性和传真性必须统一在视听形象真实
可信的基础上。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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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视制播系统　　·电视摄像　　·非线性编辑系统　　·电视画面编辑　　·音频制作　　
·电视片创作　　·动画制作　　·中外动画特点分析　　现代广告创意与制作　　电视数字编辑与
动画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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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好像是压箱底的。有点脏脏的！
2、我们老师写的公选课的教科书，很详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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