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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基础（实践）自学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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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自学用书：《数字摄影》，作者涂慧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ISBN 978-7- 313-07453-9，

出版时间：2018.11。

参考教材：《摄影，手机就够了！》，作者：光影流刑地 编，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2016

年10月。

《拿起手机，人人都是摄影师：卷毛佟的手机摄影笔记》，作者：卷毛佟 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9年5月。

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要求

1. 课程性质：《摄影基础》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重要的具有实践性质的课程，重点强

调数字摄影在现代视觉艺术和多媒体环境中的重要性。此课程致力于向学生介绍和训练关于

最新的摄影技术和视觉表达方法，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摄影技术的发展对视觉设计

师的职业技能和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课程结合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旨在为学生

提供全面的摄影技术教育，包括从基本的摄影器材操作到高级的图像处理技术。

2. 设置目的要求：本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确保学生能够在未来

的设计工作和艺术创作中有效地利用数字摄影技术。具体目标包括：

技术熟练度：使学生能够精通最新的数字摄影技术，包括通用相机操作、曝光设置、光

线控制及各类摄影配件的使用。此外，学生将学习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捕捉动态图像和进行复

杂的场景拍摄。

理论知识：除了技术训练，本课程还将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如色彩理论、视觉感知心

理学以及影像的符号学分析，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图像如何在视觉文化中传达意义。

创意表达和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开展创新实验，通过项目和作业探索个人风格和表达

方式。课程也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分析和评价现代及历史上重要的摄影作品

来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力。

职业技能：为学生提供在广告、时尚、新闻、出版及其他需要视觉内容的行业中工作的

能力。通过实际的项目工作，学生将学习如何在团队中协作，如何管理摄影项目，以及如何

在商业环境中有效沟通和实施视觉策略。

二、考核内容及目标

第一章：摄影器材与技术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数字摄影器材的使用及技术，重点在于使学生理解并能

够操作各种现代数字摄影设备。学生应该学会选择适合不同拍摄环境的设备和配置，理解各

类摄影器材的功能和技术规格，包括相机本身及其配件如镜头、滤镜和闪光设备。

二、考核知识点

相机的基本类型和选择：包括单反相机、无反相机、紧凑型相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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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的种类和用途：理解广角、长焦、微距等镜头的特性及应用场景。

摄影基本操作：如快门速度、光圈、ISO设置、曝光模式的选择和应用。

摄影配件的使用：三脚架、不同类型的滤镜、外接闪光灯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三、考核要求

学生需要通过以下方式证明他们对第一章内容的掌握：

实践操作：进行一次实践操作测试，展示如何设置相机进行特定场景的拍摄，例如在低

光环境下使用适当的ISO和曝光设置。

项目作业：描述在一个实际项目中如何选择和使用摄影器材，包括对所选设备和设置的

理由的解释。

第二章：曝光与光学原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致力于教授学生掌握摄影的曝光原理和光学基础，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应用光的物

理属性来提高摄影质量。学生将学习如何通过调节光圈、快门速度和 ISO 等参数控制曝光，

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控制来创造艺术表达的效果。此外，本章还将介绍光线如何影响摄影作品

的情感和视觉效果，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拍摄环境中有效使用光线。

二、考核知识点

光的物理特性：包括光的波长、频率和光线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

曝光三要素：光圈大小、快门速度和 ISO 感光度的具体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曝光模式：全自动、光圈优先、快门优先和手动模式的区别和适用场景。

测光技术：中央重点测光、点测光、评价测光等不同测光模式的应用和选择。

三、考核要求

学生需展示对曝光原理的深入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实践操作：通过设定不同的摄影场景，要求学生调整相应的曝光参数，提交拍摄结果和

设置参数的解释，证明其对曝光控制的实际掌握。

项目作业：完成一个包含多种光线环境的摄影项目，通过项目报告展示对光线和曝光控

制的综合运用能力。

第三章：色彩基本原理和滤光镜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深入探索色彩在数字摄影中的作用，从色彩的基本理论到滤光镜的实际应用。学

生将学习色彩如何影响图像的感知和情感传达，以及如何通过使用各种滤光镜来控制这些色

彩效果。本章旨在培养学生对色彩管理的精确理解和实践技能，使他们能够创造出视觉上引

人入胜且情感丰富的摄影作品。

二、考核知识点

色彩理论的基础：详细介绍色轮的概念、不同颜色之间的关系、色调（hue）、饱和度

（saturation）、亮度（brightness）的定义及其在摄影中的应用。探讨如何利用对比色和

相似色增强视觉效果。

色彩心理学：讨论不同颜色对观看者情绪的影响，如何根据摄影主题和预期效果选择适

当的颜色。

滤光镜的应用：介绍各种类型的滤光镜，包括偏光滤镜、彩色滤镜、梯度滤镜和中性密

度滤镜等。讲解每种滤光镜的特性及其在不同拍摄环境下的使用方法和效果。

三、考核要求

实践操作：安排实验室实践或户外拍摄任务，要求学生使用指定的滤光镜执行特定的拍

摄计划。学生需要提交拍摄的照片及一份报告，解释所选择的滤光镜类型、设置参数和预期

达到的效果。



第四章：取景构图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致力于教授学生摄影的构图原理和技术，强调在创作过程中通过有意识的取景和

构图来强化视觉表达。学生将学习如何运用各种构图规则来增强图像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深

度，包括但不限于规则的三分法、黄金分割、前景的利用，以及动态平衡的技巧。通过本章

的学习，学生应能够根据不同的摄影主题和内容，选择最合适的构图策略，有效地传达既定

的视觉和情感信息。

二、考核知识点

构图基础：包括构图的基本理论，如三分法、黄金比例、对称与平衡等。

视觉元素的应用：如线条、形状、质地、色彩在构图中的作用和如何利用这些元素引导

观众的视线。

视觉动态：探讨动态与静态元素在构图中的互动，以及如何通过构图技巧处理图像的动

态感。

构图技术的应用：实际案例分析，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摄影（如风景、人像、街头摄影）

中应用构图技巧。

三、考核要求

实践操作：学生需完成指定的摄影任务，应用学到的构图技术，提交摄影作品并附带作

品分析报告，说明所使用的构图技术及其目的和效果。

项目作业：完成一个综合性摄影项目，要求学生探索并应用多种构图策略，以表达特定

的主题或情感。项目报告中需详细描述构图选择的理由和效果评估。

第五章：数字摄影后期处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旨在深入教授学生数字摄影的后期处理技术，重点是使用行业标准软件进行图像

编辑和增强。学生将学习如何通过后期处理技术来修正摄影中的常见问题，如曝光不足、色

彩失真等，同时掌握如何创造性地改变图像以达到艺术表达的目的。本章要求学生能够熟练

运用工具和技巧，如色彩校正、图像合成和特效应用，以提高其摄影作品的整体质量和视觉

吸引力。

二、考核知识点

基础图像编辑技术：详解图像的基本编辑操作，包括裁剪、直线、调整图像尺寸和清晰

度，以及进行基本的色彩校正。

色彩调整技术：深入探讨色彩校正的方法，如调整白平衡、色调曲线、亮度与对比度，

以及饱和度调整，以确保图像色彩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高级编辑功能：教授使用图层、蒙版、选择工具的高级技术，如何通过图层混合模式和

调整图层来优化图像细节和深度，实现复杂的图像效果。

特效与创意处理：介绍如何应用滤镜和特效来创造艺术风格图像，包括模糊效果、锐化

效果、艺术画笔和其他创意滤镜的使用。

三、考核要求

实践操作：学生必须展示其在真实世界摄影场景中应用编辑技术的能力，提交一系列经

过后期处理的图像，并提供详细的处理步骤和理由说明。

项目作业：完成一个包含多种后期技术的综合项目，该项目应展示学生如何从一个初步

的图像出发，通过系列后期处理技术达到预定的视觉效果。项目报告中应详细描述每个处理

步骤的技术细节和创意决策，以及对最终成果的评价。

三、题型举例（题型仅作参考，实际命题时不受此限）



考试总分及结构

总分：100 分

客观题：20 分

内容包括数字摄影基础、器材知识、摄影技巧及构图规则等多项选择题。

照片创作大作业：80 分

根据给定选题拍摄并提交 5 张常规照片、1 张后期处理照片，以及一份 100-200 字的创

作说明。

选题详情

选题一：校园风景摄影

要求：拍摄 5 张照片，主题为校园风景。

广角照片：3 张（使用手机主摄或超广角镜头，或相机 14-35mm 区间镜头）

一张需采用中心对称构图（如道路、两侧建筑对称）。

其他两张构图需主题显著、理由清晰。

长焦照片：2 张（使用手机 2×、3×、5×镜头或相机 50-200mm 镜头）

内容包括校园雕塑、植物、公共设施等，可特写。

特殊要求：

必须包含一张长曝光照片，需体现动态模糊效果（如流水、人流涌动等）。

5张照片除裁切外，不允许其他后期处理，保证照片有足够的清晰度，照片需保留元数

据。

后期处理：从 5张常规照片中选择 1张进行后期处理，使用任意软件调色、美颜、裁切

等，但需保留主题可辨识，可以不需要保留照片元数据。

创作说明：

写一份 100-200 字创作说明，解释拍摄意图和构思。

描述后期处理的工具及调整内容。

选题二：读书人像摄影

要求：拍摄5张照片，主题为读书的学生的人像。

广角照片：2张（使用手机主摄或超广角镜头，或相机14-35mm区间镜头）

构图可选择全身像或半身像。

长焦照片：3张（使用手机2×、3×、5×镜头或相机50-200mm镜头）

主体人物可居中或边缘，但需符合审美及清晰构图意图。

特殊要求：

主光源必须来自照片的左侧，即面对镜头的主要人物的右侧。

主要人物必须使用书作为道具（如阅读或记笔记）。

5张照片除裁切外，不允许其他后期处理，保证照片有足够的清晰度，照片需保留元数

据。

后期处理：从5张常规照片中选择1张进行后期处理，使用任意软件调色、美颜、裁切等，

但需保留主题可辨识，可以不需要保留照片元数据。

创作说明：

100-200字创作说明，说明创作理念。

描述后期处理内容及工具。

选题三：咖啡时刻静物摄影

要求：拍摄5张照片，主题为咖啡相关的静物。

广角照片：2张（手机主摄或超广角镜头，或相机14-35mm区间镜头）



照片是以咖啡为主要内容的空间照片，空间室内外均可，但主要物件必须是与咖啡有关

的器皿或物件，比如咖啡豆、咖啡机、咖啡杯等，而且这些物件在照片中的尺寸不能太小，

以免观者注意不到，缺失了画面的重要地位。

长焦照片：3张（手机2×、3×、5×镜头或相机50-200mm镜头）

内容为两件主体物件的特写镜头，可以是两个相同或不同类型的杯子，或者是一个杯子

加一袋咖啡豆，或者是一个咖啡杯和一个咖啡壶。使用合适的光圈或手机智能算法，制造出

合适的浅景深（即背景虚化）效果。

特殊要求：

广角照片中，咖啡相关物件须显著。

5张照片除裁切外，不允许其他后期处理，保证照片有足够的清晰度，照片需保留元数

据。

后期处理：从5张常规照片中选择1张进行后期处理，使用任意软件调色、美颜、裁切等，

但需保留主题可辨识，可以不需要保留照片元数据。

创作说明：

写100-200字创作说明，阐明拍摄意图及后期处理内容。

评分标准

选题一：校园风景摄影

广角照片需包括一张中心对称构图的照片，例如以道路为中心，两边建筑或景物对称。

其余两张广角照片要求主题显著，构图理由清晰。

长焦照片需拍摄雕塑、植物或公共设施等特写，主体清晰，背景干净，构图合理。

需包含一张长曝光照片，体现动态模糊效果，例如流水、人流等。

照片需保留元数据，包括拍摄设备、焦距、快门速度等信息。

创作说明需明确表达创作意图、拍摄思路及整体主题。

后期处理照片应适度调整画面表现力，提升主题表达，但需保留主体内容及自然效果。

选题二：读书人像摄影

广角照片需体现人物的全身像或半身像，构图合理。

主光源需来自照片左侧。

长焦照片中的人物比例需合理，构图有清晰意图，背景干净或与主题和谐。

所有照片需围绕“读书”主题展开，人物需与书或笔记本互动，构图自然。

照片需保留元数据，包括拍摄设备、焦距、快门速度等信息。

创作说明需清晰描述创作理念及拍摄意图，与作品主题相符。

后期处理照片需提升人物与道具表现力，避免过度处理导致画质下降。

选题三：咖啡时刻静物摄影

广角照片需突出咖啡相关物件（如咖啡豆、咖啡杯等），物件比例适当且显眼，体现整

体氛围。

长焦照片需为两件物件的特写镜头，主体突出且背景虚化自然。

照片需围绕“咖啡时刻”主题展开，整体表现形式统一，但内容多样。

照片需保留元数据，包括拍摄设备、焦距、快门速度等信息。

创作说明需清晰描述拍摄意图和创作思路，与作品主题一致。

后期处理照片需适度调整画面色彩或细节，提升主题表达，但保持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