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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摄影及后期制作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电子商务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专业课。课程的目的是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加强基本实践技能，提高动手能力，培养

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为后续学习及从事商品摄影、广告设计、网店运管工作打下良好基

础。

本教材编写以摄影及后期制作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线，以企业典型工作岗位为导向，由

浅入深，实现专业技能训练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实训内容的安排上，注重职业素质和创

新精神的培养，同时注意知识、技能和分析能力等互相渗透、融合，具有以下五项特点：

一是采用“模块结构、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结构编排实训内容，突出工作过程在教学中

的运用，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二是符合目前中职学生的特点和基础，图文并

茂，循序渐进，工作任务明确，工作步骤清晰，易懂易学；三是教材内容以模块化组织，

具有一定的可裁剪性和可拼接性，可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将内容模块剪裁拼接成不同类型

的知识体系，同时注重对学生实用知识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实现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

标，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四是每一项目配有工

作任务清单，便于学生对比、分析、巩固、记忆；五是教材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在实

训步骤中灌输养成教育，将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每一项目

训练都通过养成教育、学生自评和教师评价等方式对学生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本书由李云、于正宁、袁晓华主编，吴劭宸、岑玉明、罗捷、黄涛、丁晶、潘章斌、

陶莉荣、项小华、邝雨、孙娴、郭子峰担任副主编。本书在著述过程中，朱晴晴、王凯

丽、邓海斌、陆鑫谋等同学担任素材模特，在此向这些同学表示感谢。该书作为摄影及后

期制作优质课程项目成果，配套《摄影及后期制作课程设计》《摄影及后期制作实训操作

手册》等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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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入门篇

项目一　室外纪念照拍摄及后期制作

项目描述

即将毕业的小伙伴最近准备开始拍毕业照了吗？班里同学那么多，该用什么角度、

什么方式让小伙伴们都入镜呢？还在正襟危坐吗？敢不敢来点新意？基本、文艺、抛

帽子、摆字母、跳跃、反串⋯⋯跟我们一起拍出各种创意毕业照，加上有意思的背

景，制作出属于我们的青春纪念册，让自己的青春留下与众不同的回忆吧！

项目目标

知识目标

能理解对焦的含义；能理解安全快门对照片的影响；能理解在室外光线条件下，调

整光圈、快门、感光度对曝光的影响；能理解对比度的含义及对比度对画面明暗产生的影

响；能理解饱和度、色彩的含义及饱和度、色彩对画面色彩产生的影响；能认识“获得选

区”的常用工具。

技能目标

掌握正确握持相机的技术；掌握对焦操作方法；掌握在室外光线条件下，选择合适的

光圈、快门、感光度曝光组合和背景进行拍摄的方法；会独立运用Photoshop 软件，完成

图片打开、关闭、保存等操作；会对纪念照的对比度及色彩饱和度进行调整；会使用魔棒

等工具对照片进行选区操作。

情感目标

能养成自主学习、探知的习惯，能意识到工作责任心的重要性和规范操作、安全操作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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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

任务一　室外纪念照拍摄

任务目标

知　识 技　能

●能理解对焦的含义。
●能理解安全快门对照片的影响。
●能理解在室外光线条件下，光圈、快门、感光度
对曝光的影响。

●掌握正确握持相机的技术。
●掌握对焦操作方法。
●掌握室外光线条件下选择合适的光圈、快门、感
光度曝光组合和背景进行拍摄的方法。

课堂活动一　收集室外纪念照照片，构思创意

活动形式：通过网络收集有创意的团队照片（如图1-1所示）并探讨，构思拍摄创

意。

活动过程：

（1）通过网络搜索10张有创意造型的集体照片。

（2）团队讨论，从10张样照中选出2张作为造型样照。

（3）提交样照，团队负责人发言，分享他们讨论的结果和创意想法。

（4）老师点评。

图1-1　创意造型的集体照片样图图1-1　创意造型的集体照片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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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二　认知相机

活动形式：观看视频，认识相机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活动过程：

（1）选择拍摄模式。

（2）设置光圈大小。将光圈大小依次设置为f/2.0、f/5.6、f/16。

（3）调节感光度。将感光度依次设置为100、800、1600。

（4）设置快门速度。将快门速度依次设置为1/50秒、1/125秒、1/1600秒。

知识链接

一、拍摄模式（曝光模式）

专业相机的拍摄模式（曝光模式）有全自动模式（Full 

Auto）、程序自动模式（P）、快门优先模式（TV）、光圈

优先模式（AV/A）、全手动模式（M）。最常用的曝光模

式有光圈优先模式（AV/A）和全手动模式（M）。在本任

务中，选用光圈优先模式（AV/A）（如图1-2所示）进行拍

摄。

二、光圈

光圈是一个用来控制光线透过镜头进入机身内感光面的光量的装置，它通常位于镜头

内。光圈大小以“f/n”来表示。“f/n”越小，表示光圈开得越大，进入镜头的光也越多，

如图1-3所示。其中，f值越小，光圈越大； f值越大，光圈越小。光圈的主要三个作用：

控制进光量、控制景深、控制成像质量。拍摄纪念照的光圈选择应根据光线条件灵活调

整，一般选择在f/5.6、f/8、f/11三挡光圈之间。

图1-2　光圈优先模式（AV/A）图1-2　光圈优先模式（AV/A）

图1-3　f/n值与光圈大小图1-3　f/n值与光圈大小

f/1.4

f/2 f/4 f/8 f/16 f/32 f/64

f/2.8 f/5.6 f/11 f/22 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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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门速度

快门是相机中控制曝光时间的重要组件，它通过控制曝光时间的长短来控制照片的曝

光，即画面的亮度。

根据快门的工作原理，快门从打开到最终关闭之间所用的时间，我们称为曝光时间，

即快门速度＝曝光时间。

安全快门是指用手端住相机进行拍摄的时候，即使手有轻微抖动，也能保证所拍摄画

面清晰的快门速度。安全快门在数值上等于拍摄的时候所用的焦距的倒数，即安全快门＝

1/当前拍摄焦距。在本任务中，我们使用的拍摄焦距为80毫米，安全快门就是1/80秒。

小技巧

常用快门速度在1/80秒~1/250秒之间。

四、ISO感光度

ISO感光度（如图1-4所示）是衡量胶卷需要多少

光线才能完成准确曝光的数值。ISO感光度越高，对

曝光量的要求就越少。低ISO值适合营造清晰、柔和

的氛围，而高的ISO值却可以补偿灯光不足的环境。

在室外光线条件下，尽可能选择低的感光度，

选择ISO值在100~400之间。

五、相机握持方法

（一）横向持机

拍摄横的照片时，右手握住机身握把，食指按快门按钮，中指、无名指、小指握住机

身握把，大拇指按住机身另一端，左手撑住机身，大拇指和食指可转动对焦环，如图1-5

所示。

错误的持机方法如图1-6所示。

图1-4　ISO感光度图1-4　ISO感光度

图1-5　横向持机图1-5　横向持机 图1-6 　错误的持机方法图1-6 　错误的持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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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在横向持机时，左手应从镜头下方托住相机以保持稳定， 轻轻收紧双臂

以防止相机抖动。

（二）纵向持机

拍摄竖的画面时，右手握住机身握把，食指按快门按钮，中指、无名指、小指握住机

身握把，大拇指按住机身另一端，左手撑住机身，大拇指和食指可转动对焦环，如图1-7

所示。

错误的持机方法如图1-8所示。

注意事项：在纵向持机时，握持相机手柄的手既可位于上方也可位于下方，但当握

持手柄的手位于上方时手臂更容易张开，所以要特别加以注意。

六、对焦

（1）将相机对准被摄体。

用右眼观察取景器，对准拍摄对象，如图1-9所示。观察取景器时，不应远离取景

器，应使眼眶贴紧取景器进行观察。

图1-7　纵向持机图1-7　纵向持机 图1-8　错误的持机方法图1-8　错误的持机方法

图1-9　对焦图1-9　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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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按快门按钮，进行对焦。

当拍摄对象基本进入取景器内之后，轻轻半按下快门按钮，启动自动对焦功能进行对

焦，如图1-10所示。

（3）合焦于被摄体。

在能够看清拍摄对象的同时，相机发出“噼噼”提示音，即完成合焦，如图1-11所

示。

（4）在半按快门的状态下调整构图，按照三分法进行二次构图，如图1-12所示。

图1-10　半按快门图1-10　半按快门 图1-11　合焦图1-11　合焦

图1-12　二次构图图1-12　二次构图

对焦—焦平面移动构图—按快门——横构图

对焦—焦平面移动构图—按快门——竖构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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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全按下快门按钮，进行拍摄，如图1-13所示。

任务实施

一、工作流程

图1-13　完全按下快门按钮图1-13　完全按下快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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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清单

室外纪念照拍摄工作清单见表1-1。

表1-1　室外纪念照拍摄工作清单表1-1　室外纪念照拍摄工作清单

任务名称：室外纪念照拍摄 负责人：　　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工作 
步骤

序
号

工作内容 任务说明 组长
参与
组员

完成情况

用时
是否
完成

未完成
原因

器材
准备

1 准备相机和镜头
佳能600D或尼康D90，50毫
米镜头

2
准备灯光等照明
器材

使用自然光

3
准备灯架、支架等
布景、布光用品

外景拍摄，使用现场光线

4 准备拍摄道具
根据本团队的创意，准备服
装、篮球、书本等相关道具

讨论
拍摄
方法

5 拍摄草图或样图
构图、造型设计可借鉴下载
的样图，并提交所参考的样
图10张　

6 拍摄角度
以平视角度拍摄为主，可以
使用一些创意俯拍或仰拍

7 拍摄背景

尽可能简洁，并具有标志
性；选择暗背景或纯色背
景，如大片的绿树、大块的
黑板、整幅的白墙等　

8 确定拍摄场地
考虑背景，同时选择明暗交
界处

器材
设置

9 设置器材
相机设置的曝光组合参见表
1-2的方案　

　

布光

10 布主光

选择侧光作为主光源。大多
数时候户外拍摄的主光源就
是太阳，因此，我们在拍摄
时需要注意太阳光线的方位

11 布辅光等 调整明暗交界处的位置

拍摄
测试
样片

12 拍摄测试样片
引导拍摄对象进入良好状
态；如果拍摄后画面偏暗或
过曝，再继续调整曝光参数

正式
摄影

13 正式摄影
引导拍摄对象进入良好状
态，正式拍摄

提交
作品

14 提交作品 精选作品，提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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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名称：室外纪念照拍摄 负责人：　　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工作 
步骤

序
号

工作内容 任务说明 组长
参与
组员

完成情况

用时
是否
完成

未完成
原因

整理
器材

15 整理器材 收拾、整理实验设备　

续表

知识拓展

一、曝光与曝光量

曝光与曝光量的关系：曝光量＝光圈值×快门速度。

二、光圈与快门组合

光圈与快门速度的关系，有点像打开水龙头向杯子里注水，曝光值（EV）相当于规

定的注水量。

当你打开水龙头，让水细细地流出，就如同使用小光圈，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接满

规定的注水量，也相当于需要较长时间的快门速度。

如果你把水龙头开大，水流就很大也很快，就相当于使用大光圈，这时很快就会接满

规定的注水量，相当于使用很短时间的快门速度。不同的光圈和快门的组合可以得到等同

知识补充

●曝光组合方案

室外各种光线条件下的曝光组合方案见表1-2。

表1-2　室外各种光线条件下的曝光组合方案表1-2　室外各种光线条件下的曝光组合方案

序号 光线条件 快门选择（秒） ISO感光度 曝光补偿调整方案

1
睛朗、阳光明媚、
睛天多云

1 / 125 100
在拍摄一张后进行曝光补偿调整，画
面偏暗+1/3EV，过曝则-1/3EV

2 阴天 1 / 125~1 / 80 200 同上

3
阴雨，早上、傍晚
时分

1 / 125~1 / 80 400 同上

小技巧

按快门之前吸一口气，保持着，然后以恰当的节奏按快门，之后才呼气，这

样能大大降低手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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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曝光量，但会产生不同的影像效果，见表1-3。

表1-3　曝光组合表表1-3　曝光组合表

快门速度 光圈 景深影响 影像效果

1/16秒 f/22
大景深

景深适中

小景深

适合拍摄风光照片
1/30秒 f/16

1/60秒 f/11

适合拍摄纪实照片1/125秒 f/8

1/250秒 f/5.6

1/500秒 f/4

适合拍摄人像1/1000秒 f/2.8

1/2000秒 f/2

三、曝光三角关系与曝光补偿

光圈、快门、感光度称为曝光三要素，这三者之间是有相互关系的，被称为“曝光三

角关系”，如图1-14所示。在曝光时，改变其中一个元素，另外两个元素中至少有一个也

需要调整，这被称为“倒易率”或称“互易律”。

曝光值的确定：

（1）只要不处于特殊的拍摄环境或者手动曝光拍摄模式下，拍摄者在使用相机的各

种自动曝光模式（光圈、快门优先、P）时只需要释放快门就可以得到亮度合适的照片。

（2）总的来讲，曝光补偿是“白加黑减”。“白加黑减”是指对白色的、亮度高的

景物要适当增加曝光量，对黑色、暗的景物要适当减少曝光量。对于逆光下的主体，可以

设定+1~+2EV之间的曝光补偿；对于比一般场景亮的，为保证亮色调表现正确，要特意增
加曝光值，设定+1~+2EV的曝光补偿；对于比一般场景暗的，相机将会对这一场景给出比
所需的曝光更大的曝光值。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设定-2~-1EV的曝光补偿。

图1-14　曝光三角关系图1-14　曝光三角关系

首选：低感

首选：景深

光圈 快门

曝光量

首选：安全快门 

ISO感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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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室外纪念照后期制作

任务目标

知　识 技　能

●能理解对比度的含义及对比度对画面明暗
产生的影响。

●能理解饱和度、色彩的含义及饱和度、色
彩对画面色彩产生的影响。

●能认识“获得选区”的常用工具。

●会独立运用Photoshop 软件，完成图片打开、关闭、保
存等操作。

●会对纪念照的对比度、饱和度和色彩进行调整。
●会使用魔棒等工具对照片进行选区操作。

课堂活动三　赏析图片并收集、整理素材

活动形式：以团队为单位，通过网络收集有创意的团队照片。

活动过程：

（1）对比创意室外纪念照原图（如图1-15所示）与处理后的照片（如图1-16所

示），并对后期美化的纪念照进行分析，重点关注图片的裁剪、影调、色调和相框的添加

四个方面。

（2）收集任务素材：要求每人以“相框模板”“纪念册模板”为关键词，在百度图

片中搜索3张大尺寸的相框模板图片并分团队汇总上交。

（3）软件使用准备：教师分步讲解，学生熟悉软件工作界面和简单操作。

（4）熟悉软件：使用Photoshop 打开、查看、保存所整理的纪念照片和相框模板图

片。

图1-15　创意室外纪念照原图图1-15　创意室外纪念照原图 图1-16　创意室外纪念照后期美化效果图图1-16　创意室外纪念照后期美化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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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一、搜索下载图片

使用百度图片，输入“相框”，点击“百度一下”进行图片的搜索，可根据需要选择

类型、尺寸、分辨率、是否收费等，还可点击相关搜索，查找相关内容，如图1-17所示。

保存图片文件时，点击搜索到的图片缩略图，打开相应的图片，在图片上单击鼠标右

键，选择“图片另存为”，存到合适的位置即可。

二、Photoshop视图操作

放大：Ctrl +。

缩小：Ctrl -。

平移：按空格并拖动鼠标。

全屏：双击手型工具。

撤销：Ctrl+Alt+Z。

三、文件规范整理

（一）文件整理

在硬盘（此处以E盘为例）

的“后期处理”下当天的文件夹

中创建“纪念照”文件夹，并将

相片复制到该文件夹里，如图

1-18所示。

图1-17　搜索图片图图1-17　搜索图片图

图1-18　文件规范整理图图1-18　文件规范整理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