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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类动画外部运动拍摄技术实验课程讲义 
 

概述 

镜头的拍摄在现阶段是偶类动画镜头创作的重要手段，也是呈现艺术效果视

觉表现的关键，制作的场景可偶以及其他画面元素，必须通过拍摄才能成为创意

传递信息画面。镜头的拍摄一般分为内部运动和外部运动，如果被摄对象是保持

不动的，利用运动的画框表现静止的物体，这种运动往往被人们称作“画面外部

运动”。 

客观性角度和主观性角度：客观性角度是指依据常人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习惯

而进行的旁观式拍摄，是电视节目运用最为频繁、最为普遍的拍摄角度和拍摄方

式。客观性角度拍摄的画面就仿佛观众在现场参与事件进程、观察人物活动、欣

赏风光景物一般，画面平易亲切，贴近生活。主观性角度是一种模拟画面主体（可

以是人、动物、植物和一切运动物体）的视点和视觉印象来进行拍摄的角度。主

观性角度由于其拟人化的视点运动方式，往往更容易调动观众的参与感和注意

力，容易引起观众的强烈的心理感应。 

在一个镜头中通过移动摄像机机位，或者改变镜头光轴，或者变化镜头焦距

所进行的拍摄。通过这种拍摄方式所拍到的画面，称为运动画面。如：由推、拉、

摇、移、跟、升降摄像和综合运动摄像形成的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镜头、

跟镜头、升降镜头和综合运动镜头等。实际拍摄中千变万化。重要的是掌握基本

运动拍摄技巧，举一反三，创作丰富的适应剧情的镜头。 

在偶类动画我外部运动拍摄实验单元里，充分运用上一单元镜头拍摄知识技

能，综合运用知识，通过十五个基本实验练习体验外部运动镜头拍摄技巧，从明

确拍摄目的，到配置器材工具，从难点控制办法，到试拍寻找最佳效果，从实拍

外部运动镜头到回放再拍，体验外部运动镜头标准化创作思维及制作过程，善于

自我评价，分享成果，探讨技巧，从而掌握技术，提高偶动画艺术创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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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推镜头实验介绍 

推镜头摄拍摄是机位逐渐接近被摄主体，或变动镜头焦距使画面框架由远至

近与主体贴近距离的拍摄方法。（本实验移动机位方式推镜头）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运动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运动过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纵向运动物距发生改变，焦点相应改变每一帧必须跟焦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推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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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拉镜头实验介绍 

拉镜头是推镜头的逆向运动范式。拉镜头摄拍摄是机位逐渐远离被摄主体，

或变动镜头焦距使画面框架由近至远与主体拉开距离的拍摄方法。（本实验移动

机位方式推镜头）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运动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运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纵向运动物距发生改变，焦点相应改变每一帧必须跟焦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拉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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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右摇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左-右摇镜头实验介绍 

左-右遥摄是指当机位不动，借助于三角架上的活动底盘或拍摄者自身的人

体加稳定器，变动摄像机光学镜头轴线的拍摄方法。用遥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

遥镜头。（本实验三脚架云台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云台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横向运动物距发生改变，焦点相应改变每一帧必须跟焦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左-右摇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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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右-左摇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右-左摇镜头实验介绍 

右向左摇镜头是左向右摇镜头的你向运动。右向左遥摄是指当机位不动，借

助于三角架上的活动底盘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变动摄像机光学镜头轴

线的拍摄方法。用遥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遥镜头。（本实验三脚架云台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云台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横向运动物距发生改变，焦点相应改变每一帧必须跟焦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右-左摇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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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左-右移镜头拍摄（学时：20 分钟） 

（一）左-右移镜头实验介绍 

左向右移拍摄是指镜头，借助于轨道上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变动

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用移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移镜头。（本实验轨道

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横向与拍摄对象平行运动，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左-右摇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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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右-左移镜头拍摄（学时：20 分钟） 

（一）右-左移镜头实验介绍 

右向左移动镜头是左向右移动镜头的逆向操作，右向左移拍摄是指镜头，借

助于轨道上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变动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用移

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移镜头。（本实验轨道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横向与拍摄对象平行运动，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右-左移镜头的表现力 



 8 / 17 
 

七、左-右弧移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左-右弧移镜头实验介绍 

左向右弧移拍摄是指镜头，借助于轨道上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围

绕被拍摄主体，视距不变进行弧线运动，获得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用弧移

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弧移镜头。（本实验轨道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以拍摄对象为中心弧线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左-右弧摇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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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右-左弧移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左-右弧移镜头实验介绍 

右向左弧移镜头拍摄是左向右弧移拍摄的你向运动，是指镜头，借助于轨道

上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围绕被拍摄主体，视距不变进行弧线运动，获

得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用弧移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弧移镜头。（本实

验轨道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以拍摄对象为中心弧线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 总结右-左弧摇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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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跟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一）跟镜头实验介绍 

跟镜头是指借助于轨道上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跟随被拍摄主体，

视距不变进行运动，获得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跟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

跟镜头。（本实验轨道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跟随拍摄对象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跟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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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升镜头拍摄（学时：20 分钟） 

升镜头是指借助于轨道上或拍摄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沿 Y轴，平行于被

拍摄主体，视距不变向上进行运动，获得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升拍摄的方

式拍摄的画面叫升镜头。（本实验轨道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垂直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向上移动镜头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 总结升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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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降镜头拍摄（学时：20 分钟） 

降镜头拍摄是升镜头拍摄的逆向运动，降镜头拍摄是指借助于轨道上或拍摄

者自身的人体加稳定器，沿 Y轴，平行于被拍摄主体，视距不变向下进行运动，

获得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降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叫降镜头。（本实验轨

道运动方式）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垂直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向下移动镜头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降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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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横移-推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横移-推镜头拍摄是指借助于轨道上和变焦镜头，平行于被拍摄主体，视距

不变，通过变焦进行运动，获得连续画面内容的拍摄方法。横移-推拍摄的方式

拍摄的画面横移推组合镜头。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垂直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和变焦

环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横移-推移动镜头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横移-推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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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横移-拉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横移-拉镜头拍摄是横移-推变焦部分的逆向变化，横移-拉镜头拍摄是指借

助于轨道上和变焦镜头，平行于被拍摄主体，视距不变，通过变焦进行运动，获

得连续画面内容拍摄方法。横移-拉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称为横移拉组合镜头。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垂直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记在轨道上和变焦

环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横移-拉移动镜头运动，焦点不变，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横移-拉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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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静-动-静镜头拍摄实验（学时：20 分钟） 

静-动-静镜头是指运动镜头起幅静止，然后开始运动，落幅静止状态，适用

于各种运动方式运动镜头。也是常见的镜头一种，对于镜头节奏快慢，镜头表现

力作用极大，静-动-静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面称为静动静组合镜头。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垂直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快慢转换时间，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

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实拍静-动-静运动镜头镜头运动，步进平滑均匀，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静-动-静镜头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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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快-慢-快镜头拍摄（学时：20 分钟） 

快-慢-快镜头是指运动镜头拍摄起幅阶段运动速度快，中间运动速度慢，落

幅阶段速度快的镜头拍摄方式，适用于各种运动方式运动镜头。也是常见的镜头

一种，对于镜头节奏快慢，镜头表现力作用极大，快-慢-快拍摄的方式拍摄的画

面称为加减速度运动镜头。 

（二）器材配置与准备 

1．熟悉分镜头脚本，明确镜头表现意图，了解镜头承上启下关系 

2．熟悉拍摄场景，明确拍摄范围及画面重点，兼顾场景精华点 

3．确定运动幅度，适当考虑运动延伸，便于二度发挥想象力 

4．根据镜头拍摄设计配置器材，准备图像捕捉器照相机和镜头。稳定支撑器三

脚架，垂直轨道，预览窗口，记录装置（采集软件），各种连线 

5．拍摄现场连接设备，测试设备工作正常，通知其他创作部门，准备拍摄。 

（三）拍摄要点与操作 

1.固定试拍运动轨迹及范围，排除周边场景附属装置对运动的干扰 

2.确定起幅落幅构图，保证运动画面每一帧构图完美 

3.云台上标记运动行程起点终点位置，保证反复拍摄镜头一致性 

4.根据运动行程和镜头长度，静动转换时间，以及每秒帧数计算运动点数，并标

记在轨道上 

5.按照设定清晰度调整采集记录画面分表率，避免后期调整还原失真 

6.通知导演、场景、角色、灯光、场记等部门实拍准备 

7. 实拍快-慢-快运动镜头镜头运动，步进平滑均匀，保持稳定 

8.实际拍摄可反复进行，选择最满意的帧序列保存 

9.同时保存即兴发挥创意拍摄镜头，以备后期选择 

10.做好拍摄过程及现场记录，以便以后补镜头恢复使用 

（四）自我评估与分享 

1.自我评价，回放帧序列镜头，分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2.同组成员分享，回放帧序列镜头，分好、较好、不好 

3.借鉴他人实验成果优劣，提升个人技术水平 

4.总结快-慢-快镜头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