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南昌师范学院摄影基础专升本考试大纲

一、课程类别：摄影专业专升本课程

二、编写说明

1.本考核大纲参考程科、张朴的教材《摄影摄像基础》、《数字媒体艺术概论》

进行编写。

2.本大纲适用于摄影专业专升本考试。

三、课程考核的要求与知识点

第一章 曝光的基本知识

1.识记：（1）光圈；（2）快门；（3）感光度。

2.理解：（1）了解摄影术的诞生与发展；（2）掌握摄影的功能与应用；（3） 摄

像的诞生与发展。

3.运用：（1）人摄影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像的诞生与发展、摄影与摄像的区别

与联系。

第二章 镜头与白平衡

1.识记：（1）景深的概念；（2）镜头的焦距；（3）色温与白平衡。

2.理解：（1）摄影的概念；（2）摄影的生态特征；（3）数字摄影概论。

3.运用：（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掌握摄影的基本概念，生态特征以及数字

摄影的概论。

第三章 摄影的景别

1.识记：（1）5种基本景别；（2）景别的作用与意义；（3）景别的组接方式。

2.理解：（1）工作原理组成部分；（2）相机的镜头；（3） 相机的种类。

3.运用：（1）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相机的构造与基本曝光原理。

第四章 摄影的构图

1.识记：（1）常见的几种构图方式；（2）画面元素的视觉秩序；（3）为画面

制造空间感和层次感。

2.理解：（1）拍摄点与画面效果；（2）稳定空白与三分法；（3） 前景与背景

3.运用：（1）本单元学习摄影的构图技巧。通过学习，学生应该掌握摄影的构

图基本原则，并可以开始拍摄作品，了解不同摄影主体的构图灵活使用方法。

第五章 摄影中的灯光运用

1.识记：（1）灯光的投射方向及性质；（2）灯光的种类；（3）光对空间的塑造

作用。

2.理解：（1）摄影用光的六大基本要素；（2）校园新闻摄影；（3） 广告摄影。

3.运用：（1）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了解并掌握摄影的用光技巧，各类专

题熟练拍摄作品，校园新闻摄影的注意事项，广告摄影的拍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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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电影的场面调度

1.识记：（1）场面调度概述；（2）电影的场面调度；（3）环场面调度的场景元

素

2.理解：（1）形象直观性；（2）现场纪实性；（3） 瞬间永恒性。

3.运用：（1）摄像拍摄的是动态影像，反应一段视频，国内 25 帧每秒，胶片机

为 24 帧每秒。基本是现实状态的真实反应，当然也可以通过导演，是一些创作

出来的影像显得更加真实信息量大。

第七章 场面调度的规则

1.识记：（1）场面调度的视点；（2）摄像机的取景与画面空间；（3）运动摄影

——摄像机的运动方式。

2.理解：（1）推：即推拍摆、推镜头，指被摄体不动，由拍摄机器作向前的运

动拍摄，取景范围由大变小，分快推、慢推、猛推，与变焦距推拍存在本质的区

别。

（2）拉：被摄体不动，由拍摄机器作向后的拉摄运动，取景范围由小变大，也

可分为慢拉、快拉、猛拉。

（3）摇：指摄影、摄像机位置不动，机身依托于三角架上的底盘作上下、左至

右、旋转等运动，使观众如同站在原地环顾、打量周围的人或事物。

（4）移：又称移动拍摄。从广义说，运动拍摄的各种方式都为移动拍摄。但在

通常的意义上，移动拍摄专指把摄影、摄像机安放在运载的工具上，沿水平面在

移动中拍摄对象。移拍与摇拍结合可以形成摇移拍摄方式。

3.运用：（1）掌握摄影的功能与应用；摄像的诞生与发展；摄像的功能与应用；

摄影与摄像的特性；摄影与摄像的区别与联系初步了解摄影摄像。

第八章 画面的色彩因素

1.识记：（1）色彩基础知识；（2）色彩关系；

2.理解：（1）视觉心理的发展（2）视觉与知觉 的特点；（3） 自然环境中色

彩的组成与构成；

3.运用：（1）了解视觉表达与交流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色彩认知的基本原理和

视觉信息的加工方式；

第一章 迅猛发展的数字媒体

1. 识记：（1）数字媒体艺术知识；（2）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分类；（3）新媒

体艺术的双重属性；

2. 理解：（1）数字媒体与媒介理论； （2）数字媒体艺术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3.运用：（1）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2）数字媒体的艺术的特征；

第二章 数字媒体艺术与艺术设计

1.识记：（1）数字媒体艺术的多样性，（2）数字媒体艺术的特征，（3）数字媒

体与艺术的关系；

2.理解：（1）新媒体哲学渊源，（2）数字媒体艺术现代艺术渊源；

3.运用：（1）数字新媒体美学特征；

第三章 数字媒体艺术的种类

1. 识记：（1）数字摄影与手机摄影（2）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艺术设计（3）数

字视频及数字电影艺术设计；

2.理解：（1）网络空间艺术（2）其他数字媒体艺术；

3.运用：（1）新媒体商业艺术与公益艺术；

第四章 科技与艺术融合发展

1.识记：（1）科技与艺术的密切关系（2）西方传统艺术中的科学（3）艺术中

的科学应用；

2.理解：（1）科技发展对艺术的影响，（2）科技与艺术的不断结合，（3）东方

传统艺术中的科学影子；

3.运用：(1)艺术中的科学应用

第五章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历史

1.识记：（1）20 世纪 60 年代的数字艺术：萌芽与实验(2) 20 世纪 70 年代的数

字艺术：突破与商用(3)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数字艺术：流行与发展

2.理解：（1）计算机与数字艺术;

3.运用：（1）21 世纪的数字艺术：多元与传播;



第六章 创意为众王之王

1.识记：（1）创意引领数字媒体艺术创作（2）技术创意创造基础

2.理解：（1）创意方法大观（2）营销创意创造持续

3.运用：（1）创意思维模式（2）内容创意创造生机

第七章 从转媒体看数字媒体艺术

1.识记：(1) 基于控制论的转媒体概念(2) 从转媒体角度看信息输入

2.理解： (1) 从转媒体角度看数字媒体艺术创作

3.运用：(1) 调节输入，繁荣输出

第八章 文化创意产业视野下的数字媒体艺术

1.识记：(1) 文化创意产业及生态链(2) 文化创意产业及数字媒体艺术

2.理解： (1) 文化创意产业中的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3.运用：(1) 数字媒体艺术人才的短板(2) 数字媒体艺术创作的规范

第九章 数字媒体艺术展望

1.识记：(1) 新技术为数字媒体艺术提供新可能 (2) 新思维为数字媒体艺术提

供新创意

2.理解：(1) 新观念为数字媒体艺术提供新思路(2) 新渠道为数字媒体艺术提供

新市场

3.运用：(1) 新跨界为不同媒体艺术提供新融合

四、课程考核实施要求

1.考核方式

本考核大纲为摄影专业专升本学生所用，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考试时间 120

分钟，总分 150 分。



2.考试命题

（1）本考核大纲命题内容覆盖了教材的主要内容。

（2）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比例为：识记的占 25%，理解约占 35%，运用约

占 40%。

（3）试卷中不同难易度试题的比例为：较易占 30%，中等占 40%，较难占 30%。

（4）本课程考试试题类型有名词解释、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四种形式。

3.课程考核成绩评定

考试卷面成绩即为本课程成绩。

五、教材和参考书

1.教材

《摄影摄像基础》程科、张朴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数字媒体艺术概论》陈永东、王林彤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参考资料

《摄影基础教程》王传东 编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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