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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网络影视动画（实践）       课程代码： 14347      2021年 07月版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网络影视动画》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专升本）实践课程之一，采

用实践的考核方式。随着计算机和高速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动画设计作为一门综合的艺

术门类，广泛应用于各类数字媒体平台。此课程将介绍网络影视动画的视听创作原理，包括

镜头、声音、剪辑等设计方式，提升学生对网络影视动画的鉴赏与创作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考生应能掌握视听语言的含义与内涵，了解镜头、调度、声音、剪

辑等影视动画创作技能，提高影视动画的赏析、设计与制作能力。 

本课程的考核章节是第二、三、四、五、六章，其中重点章节是：第二、三、五、六章，

一般章节是第四章，不考核章节是第一章。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网络影视动画》的相关课程有《动画编辑与设计》，这门课程从介绍动画本质与特

征开始，逐层介绍动画的类型与制作方式，分析动画发展过程中各国风格差异，使学生在了

解动画设计方法的基础上，具备动画作品鉴赏能力与动画作品的制作能力。对本门课程有很

大的联系与帮助。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视听语言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学习影视动画视听语言的概念、分类，动画片的传播形式与发展，及案例分析。使

学生从宏观层面掌握影视动画的视听语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视听语言；蒙太奇；长镜头；实验动画；叙事动画；影院动画；电视动画。 

     理解：视听语言的含义；实验动画与叙事动画区别；二维动画、三维动画与偶动画区

别。 

第二章   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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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介绍镜头的基本概念、景别、角度、运动摄影、升降格、景深与焦距，使学生了解

视听语言视觉部分的基本原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主观镜头；客观镜头；反应镜头；空镜头；过场镜头；长镜头；远、中、近、特、

大景别；各种角度；推拉摇移跟甩晃；升降格；焦距；景深。 

  理解：各类镜头的基本概念及作用；各类镜头运动的运用方法。 

应用：根据学习内容，能够记录、辨识和分析各影视动画中不同镜头的名称、内容及作

用。 

第三章   场面调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介绍影视动画场面调度的基本概念、要素及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理解：演员调度；镜头调度；场面调度的特性；空间距离；空间造型；光影、色彩、服、

化、道；场面调度；轴线；正反打。 

应用：根据学习内容，可以理解场面调度中各元素的内涵与运用方式。 

第四章   声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介绍影视动画中声音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影片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使学生了解影视作

为视听艺术中的听觉与视觉之间的关系，理解声音处理的方式方法、不同分类及创作角度，

介绍声音的各种基本要素，通过典型案例讲解，使学生具备对影视动画中声画关系的鉴赏力、

分析力及创作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识记：音量；音调；音色；节奏；画内音；画外音；主观声音；客观声音；旋律；和

声；不和谐音；乐句；音响；语言；拟音。       

  理解：音乐的作用；音画关系；标题性音乐；挪用音乐与原创音乐；听音解析。 

  应用：根据学习内容，可以完全辨识各类声音，理解声音的各种基本要素，熟悉声音、

音乐的不同作用，可以对影视动画片段进行声音赏析，并按照影视动画所需进行基础的声音

设计与策划。 

第五章   剪辑 



 

 4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学习影视动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即剪辑。包括剪辑的概念、蒙太奇思维、不同类

型的蒙太奇、剪辑的特性、转场的方式等，了解影视动画中最小单位——镜头，理解镜头与

镜头的各类组接方式与不同的目的、意义，掌握基础的影视动画镜头剪辑设计方式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理解：剪辑的概念；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复现蒙太奇；对比蒙太奇；积

累蒙太奇；联想蒙太奇；象征蒙太奇；错觉蒙太奇；扩大与集中蒙太奇；镜头组接；剪辑的

连续性；转场的方式方法。 

应用：根据所学内容，使学生可以独立分析影视动画中的镜头语言，包括剪辑方式、转

场方式、蒙太奇类别即使用目的等。 

第六章  视听分析案例——《机器人总动员》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建立在之前学习的基础上，手把手示范对影视动画片段视听语言的分析方式，即拉

片。介绍学习方式，使学生从根本上理解影视动画中镜头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学生对影视动

画的创作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理解：章节选择；拉片表的制作；分析与记录方式。 

应用：根据课本给出的段落，制作拉片表格，进行简单的拉片学习。  

第三部分 实践环节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使学生了解并熟悉影视动画的创作方式，熟悉视听语言的内涵，理解并详细叙述各环节

要求，按照要求完成影视动画镜头剪辑等创作。 

二、考核的内容 

请仔细阅读每一章所标示的具体内容，最终的考核内容将从这些章节需要考核的内容中

提炼综合性考核题目。考生需要熟练地掌握各章的考核内容，并配合本大纲第二部分所指出

的应用部分进行重点练习。 

三、考核方式与环境要求 

考核方式为上机操作，根据所学内容和考题给出的文字要求，将镜头素材进行独立剪辑

和组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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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一 镜头辨析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该实践，使考生能够掌握镜头的基本概念、分类及镜头调度。 

对应章节：第 2章。 

二、考核的内容 

1.不同镜头类别的辨析； 

2.不同景别、角度的辨析； 

3.不同镜头运动的辨析。 

实践二 场面调度辨析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该实践，使考生能够了解场面调度的要素和方式方法。 

对应章节：第 3章。 

二、考核的内容 

1.场面调度的内容； 

2.场面调度的要素； 

3.场面调度的方法。 

实践三 影视声音辨析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该实验，使学生了解各声音的基本概念、类别与作用。 

对应章节：第 4章。 

二、考核的内容 

1. 音画关系； 

2. 音乐的作用； 

3. 音像与语言； 

4. 听音辨析。 

实践四 理解剪辑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该实验，使考生深入理解剪辑的含义、蒙太奇的类别、作用与运用方式。 

对应章节：第 5章。 

二、考核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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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太奇的类型； 

2. 蒙太奇的作用 

3. 剪辑特性； 

4. 转场方式。 

实践五 影视动画镜头剪辑 

一、考核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该实验，使考生在掌握上述学习内容的基础上，能够自行进行影视动画镜头剪辑。 

对应章节：第 2-6章。 

二、考核的内容 

1. 对蒙太奇的理解与运用； 

2. 对剪辑和转场的理解与运用； 

3. 对声音的理解与运用。 

第四部分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着“识记”“理解”和“应用”等能力层次规定考生应达到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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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能，并把握上

述内容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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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能够运用多个知识点进行设计制作。 

二、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教材：《动画视听语言（第二版）》，王宁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1月第 2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

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熟悉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

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制作技巧和方法必须从原理上理清思路，对基本工具和使用方法必须

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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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加以整理，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

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对书上的具体例子要在不断练习的基础上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地回顾与发挥，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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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地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

纲脱节。 

4．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

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学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

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

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 4学分，理论课 2学分，学时 36；实践课 2学分，学时 32；总

课时 72学时。 

五、关于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30%、“理解”为 55%、“应用”

为 15%。 

3. 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较易、中等难度、较难。较难部分比例不超过 30%，建议 20%。 

4.本课程命题采用的基本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 

5.实践形式，统一考核，按百分制计分，考核 60 分为及格。考试时间为 60分钟。 

六、题型示例 
影视动画镜头剪辑 

题目素材：镜头 50 个、音乐 6 段。 

实践平台：影视动画剪辑软件，推荐使用 Adobe Premiere。 

题目要求：学生在 50 个镜头的素材中自行选择适合的镜头和音乐，根据主题要求的三

种不同情绪，进行剪辑创作，最终剪辑合成符合主题要求的三种不同情绪影视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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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要求：悲痛；欣喜；愤怒。 

镜头要求：每段短片，镜头数应不少于 20 个，音乐应不少于 2 段。 

 

1、题目理解                                                                5 分 

2、对素材的理解                                                            20 分 

3、蒙太奇的运用                                                            30 分 

4、音乐的选用                                                              20 分 

5、剪辑舒适度                                                              20 分 

6、合成与导出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