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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数字影像设计与制作    课程代码：14269（笔试）、14270（实践）    2021 年 9 月版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针对数字媒体艺术（专升本）专业的学生而设置的专业基础课。伴随着数字影像技

术的快速发展，音视频全流程制作能力已成为媒体融合时代媒体从业者需掌握的基本技能。本课

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实用性，以理论为主线，以实践为核心。对涉及音视频制作与编辑的

基本理论与知识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包括数字视音频基础理论、视听语言、视音频节目制作流

程、拍摄与拾音要点、后期编辑技术等，结合相关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音视频制作与编辑的基

础理论和实操技能。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音视频制作与编辑的基本规律和创作要领，对音视频内容

创作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认识，并且能够结合具体案例对各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培养合格的新

媒体创作人才，以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发展需要。 

本课程的考核章节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章，其中重点章

节是：第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章。不考核章节为：第十二章。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在数字媒体艺术（专升本）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为专业基础课，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相互

联系，共同构成数字媒体艺术课程体系。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数字视频制作基础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将对数字视频制作做简单梳理。涉及基于电视节目和多媒体的数字视频制作、数字视频、

数字图像、数字音频等基础知识。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数字视音频制作的基本流程，掌握电

视节目的制作方式与人员职责，明白数字视音频及图像基础概念的界定。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基于电视节目的数字视频制作 



识记：电视节目的种类；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 

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流程；电视节目制作人员的组成和职责。 

（二）基于多媒体的数字视频制作 

识记：基于多媒体的数字视频制作过程；数字视频作品的种类。 

（三）数字视频基础 

识记：数字视频的概念；视频的制式。 

理解：视频压缩的目标、压缩比；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帧内压缩和帧间压缩。 

（四）数字图像基础 

识记：数字图像的类型；数字图像的构成。 

理解：数字图像的格式；数字图像的获取。 

（五）数字音频基础 

识记：数字音频的技术特征。 

理解：音频的数字化。 

第二章 视听语言的视觉构成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视听语言的视觉构成进行具体阐述。学习本章，要求学生掌握视听语言视觉构成的景

别、角度、方位、焦距、运动、长度、表现形式、构图、光线、色彩等基本要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景别 

识记：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的基本概念。  

理解：不同景别的特点与作用。 

（二）角度 

识记：平拍镜头、仰拍镜头、俯拍镜头、倾斜镜头的基本概念。  

理解：不同角度镜头的特点与作用。 

（三）方位 

识记：正面镜头、侧面镜头、背面镜头的基本概念。  

理解：不同方位镜头的特点与作用。 

（四）焦距 

识记：标准镜头、长焦距镜头、广角镜头、变焦距镜头的基本概念。  

理解：不同焦距镜头的特点与作用。 

（五）运动 

识记：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跟镜头、升降镜头的基本概念。  

理解：运动镜头的特点与作用。 

（六）长度 

理解：决定镜头长度的因素；长镜头的特征。 

（七）表现形式 

理解：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概念；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特点。 

（八）构图 

识记：构图的要素。 

理解：构图的原则与要求；影响构图的因素。 

应用：常用的构图形式。 

（九）光线 



识记：光度单位；光线的种类。 

理解：光线的散射特性；光源、色温和显色性。 

应用：不同的光线条件及其效果。 

（十）色彩 

识记：色调、纯度、明度的概念。 

理解：色彩的物质特征和心理倾向。 

第三章 视听语言的听觉构成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视听语言的听觉构成进行具体阐述。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数字视频作品中语言、

音响、音乐的种类与特点，掌握声音在影视中的运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声音在影视中的运用 

理解：声音在电影和电视中的运用。 

（二）数字视频作品中声音的种类 

识记：语言、音响和音乐的类别。  

理解：不同声音种类的特点与作用。 

第四章 视听语言的语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对视听语言的语法进行具体阐述。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蒙太奇的概念与作用，掌握

蒙太奇的常见形式，理解声音与画面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蒙太奇 

识记：蒙太奇的概念。 

理解：蒙太奇的叙事作用；蒙太奇的表现作用。 

应用：叙事蒙太奇和表现蒙太奇的运用。 

（二）声音蒙太奇 

理解：声音与画面的关系：声画同步；声画对位；声画对立；声音与声音的关系：相互补

充；相互替代；相互对列。 

第五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设计与策划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数字视频作品的设计过程、策划要领与稿本。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数字视

频作品的设计过程，掌握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和画面稿本的撰写要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数字视频作品的一般设计过程 

识记：设计的过程：确定主题、安排结构、设计创意。 

理解：设计过程各阶段的内容和作用。 

（二）策划不同类型数字视频作品的要领 

识记：新闻节目的选题策划、采访策划、嘉宾策划、节目形式策划、编排与播出策划；专



题片的策划要领；广告片的创意策略、创意过程与方法；纪录片的创作方法；剧情片的策划要领；

短视频的内容策略、叙事策略和传播策略。 

（三）数字视频作品的稿本 

识记：稿本的类型：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画面稿本。 

理解：文字稿本、分镜头稿本和画面稿本的撰写要领。 

第六章 导演工作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导演的工作内涵。学习本章，要求学生了解导演的工作内容，了解现场拍摄的

工作程序，掌握调度的主要方式与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导演工作的前期准备 

识记：前期准备的内容：策划、选景、选演员、成立摄制组、制片工作会议和导演阐述、

分镜头稿本创作。 

理解：选景需要考虑的因素；确定拍摄日程的原则；导演阐述的考虑内容。 

（二）现场拍摄和场面调度 

识记：现场拍摄的工作程序；场面调度的概念。 

理解：如何指导演员表演。 

应用：演员的调度方式；镜头的调度方式。 

第七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画面拍摄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如何拍摄数字视频作品，包括摄像机及其使用、摄像用光、成组拍摄意识和一

些典型场景的拍摄技巧。学习本章，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实践，体会画面

拍摄的工作程序和相关技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摄像机及其使用 

识记：摄像机的工作原理；摄像机的种类；焦距、视场角、光圈、景深的概念。 

理解：影响景深的主要因素；摄像机的基本构造；镜头的组成、聚焦环的调整方法。 

应用：摄像设备的准备；摄像的基本要领。 

（二）摄像用光 

识记：常用的人工光源。  

理解：三点布光和交叉布光的方法。 

应用：自然光线与人工光线的综合应用。 

（三）蒙太奇意识和成组拍摄 

理解：判断镜头好坏的标准。 

应用：成组拍摄的要点。 

（四）一些典型场景的拍摄技巧 

理解：日出和日落、海景、雪景、雨景、夜景、焰火、花卉、山水景色、城市风光、舞台

艺术、器乐演奏、视频新闻的无剪辑拍摄、新闻的会见场面、采访纪实性的人物、静物拍摄、运

动比赛等场景的拍摄要点。 

第八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声音录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如何录制数字视频作品的声音，包括拾音技术、调音和录音技术。学习本章，

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实践，体会录音的工作程序和相关技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拾音技术 

识记：声场的概念；传声器的特征组成。 

理解：传声器的方向性及对应的拾音特点；现场拾音时使用传声器的技巧。 

（二）调音与录音技术 

识记：调音台的概念；调音台的分类。 

理解：调音台的功能；单传声器录音法、主传声器录音法和多路传声器录音法。 

应用：前期录音的工艺特点；后期配音的工艺特点；同期录音的工艺特点；人声录音的工

艺特点；音响录制的工艺特点。 

第九章 非线性编辑概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如何进行非线性编辑，包括非线性编辑的特点和流程、系统分类和相关软件，

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实践，体会非线性编辑的工作程序和相关技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编辑的程序 

识记：准备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理解：编辑阶段要综合考虑的内容。 

（二）非线性编辑的概念与特点 

识记：非线性编辑的概念。 

理解：非线性编辑的特点。 

（三）非线性编辑系统的分类与构成 

识记：非线性编辑系统的构成。 

（四）非线性编辑软件 

识记：几种常用的非线性编辑软件名称。 

（五）非线性编辑的操作流程 

应用：素材采集、素材编辑、节目制作、特技处理、输出各个环节的操作要点。 

（六）非线性编辑系统网络 

理解：非线性编辑网络的特点；非线性编辑系统网络应用的优势。 

第十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编辑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结合具体软件操作讲述如何进行数字视频作品的编辑，包括画面编辑和声音编辑，要求

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实践，体会画面与声音编辑的工作程序和相关技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画面编辑 

识记：镜头组接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内容。 



理解：编辑时需要考虑的画面造型的因素；轴线规律的概念。 

应用：合理越轴的基本方法；“动接动、静接静”组接原则的合理应用；使用分解法、省

略法和错觉法进行编辑的要领。 

（二）声音编辑 

理解：对白的编辑方式及具体方法。 

应用：现场采访同期声编辑的形态和要求；音乐编辑的方式；音响编辑的方法。 

（三）具体编辑软件的认识（Premiere） 

理解：Premiere编辑软件界面的组成；Premiere软件编辑的基本流程。 

应用：通过实践了解 Premiere进行镜头组接的操作方法；通过实践了解 Premiere中音轨

混合器的操作方法。 

第十一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特技与动画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如何进行数字视频作品的特技与动画，包括特技的作用与种类、常见的特技效

果、计算机动画的制作流程等，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具体软件进行相关实践，

体会特技与动画制作的工作程序和相关技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特技概述 

理解：特技有哪些方面的作用；特技的种类有哪些；数字特技的常见屏幕效果。 

应用：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跳切转场方法；转场特技的使用要领；化与叠的使用要领。 

      化与分割屏幕的使用要领；键的使用要领。 

（二）数字特技 

理解：数字特技的常见屏幕效果。 

（三）计算机动画 

识记：动画的概念与历史；三维动画的制作流程；常用三维动画软件。 

（四）数字视频合成软件 After Effects 

理解：After Effects 的工作界面；After Effects 的基本工作流程。 

应用：通过实践了解 After Effects 蒙板的操作方法；通过实践了解 After Effects中“摄

像机动画”的操作方法；通过实践了解 After Effects 中运动跟踪的操作方法。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为了使本大纲的规定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及考试命题中得到贯彻和落实，现对有关问题做

出说明，并提出具体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所应达到的能力

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了解有关的名词、概念和知识的涵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掌握有关原理、概念的区别和联



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技能，分析和解决有关的

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能够运用多个知识点进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 

二、指定教材 

《数字视频设计与制作技术（第四版）》，卢锋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9 月第 4

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钻研大纲与教材。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

理论。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广泛，应注意把握各章节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

握重点，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章节，但切忌在没有全面学习教材的情况下孤立地去抓重点。 

2．完成教材中大纲要求学习的各章后的考试复习题，这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的重

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解题

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明确各层次（步

骤）间的逻辑关系。 

3．把理论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本课程内容离不开对优秀作品的观摩学习与制作实践。自

学应考者应结合理论要点，多参与制作实践，要善于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音视频制作与

编辑实践中的问题。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对社会助学者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明确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要求，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目标总要求和

各章掌握的知识点。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把握指定教材的基本内容，对自学

应考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体现社会

助学的正确方向。 

2．要正确处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学应考者将基础理论知

识转化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自学应考者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助学者应根据这门课程的特点，指导自学应考者全面地

学习教材，注重作品学习与制作实践，掌握全部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突

出重点章节和重点问题，帮助应考者解决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4．助学学时：本课程共 2 学分，建议助学课时 32 学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数字视频制作基础、 4 

第二章、第三章 视听语言的视觉构成、视听语言的听觉构成 4 

第四章 视听语言的语法 4 

第五章、第六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设计与策划、导演工作 4 

第七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画面拍摄 4 

第八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声音录制 4 

第九章、第十章 非线性编辑概论、数字视频作品的编辑 4 

第十一章 数字视频作品的特技与动画 4 

合 计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