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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我国的电化教育迅速发展，电视这一教学手段已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获
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开展电视教学的关键是编制电视教材。
笔者于1982年初，在中央电教馆组织下与李克东、周君达、王缓祥、徐志瑞等合编了第一本“电视教
材编导基础”讲义，并先后在广州、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二期全国电视教材讲习班，尔后又在石家
庄举办了全军的电视教材编导培训班。
1983年，华南师范大学创办了电化教育专业，“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门必
修主干课程。
笔者多次讲授了这门课程，并为全国举办了几期师资培训班，在原教学讲稿的基础上，多次进行补充
和修改，终于写成这本教材。
由于电视教材的建设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这本教材难免有许多不足和错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
指正。
　　学习本课程应该具备教育学、心理学、传播理论、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电视设备系统以及艺术方
面等的有关知识。
这些知识已安排在电化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学习。
考虑到本书读者对象还有电教工作者，同时为保持该教材的系统性，所以在“总论”部分，介绍电视
教材的有关知识及其编制的理论基础；在第四篇中介绍了电视教材评价的一些方法。
各校可在教学中酌情安排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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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第2版）》分四篇系统地介绍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第一篇总论，概括介绍电视教材的特点、类型、编制过程以及编制电视教材的理论基础；第二篇编导
，介绍电视教材文字稿本与分镜头稿本的编写与创作，重点介绍与电视教材编制有关的电视手法及导
演工作；第三篇制作，比较全面且扼要地介绍电视教材的制作技术，包括电视摄像用光、摄像技艺、
电视特技与动画、编辑与配音等；第四篇评价，介绍电视教材评价的意义、标准与方法。
书末附有四个类型的文字稿本与分镜头稿本，以供读者参考。
　　全书内容丰富，系统性强，比较全面地介绍电视教材编制的理论与实践，突出电视教材编制的特
点。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第2版）》第二版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电视教材编制技术领
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有关数字电视技术的知识与内容，以进一步完善本学科的知识
体系。
　　《电视教材编导与制作（第2版）》除了作为教育技术学专业教材外，还可作为电视教材编制人
员和教育信息技术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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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电视教材的含义　　电教教材包括幻灯、投影教材、录音教材、电影教材、电视教材、计算
机教材（课件）等。
可见电视教材是电教教材的一种。
下面将深入一步去探讨电视教材的含义。
电视教材是一种教材，从构成教材的三个要素去分析电视教材的特点有利于掌握电视教材概念的本质
意义。
　　1.电视教材的信息　　电视教材是一种教材，它选取呈现的信息内容与一般的电视节目有很大区
别。
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将电视教材编制成一般的电视报道片或电视科普教育片。
电视新闻片是报道最新消息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选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电视纪录报道片主要是记录社会上的真人真事；电视科普教育片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广大电视
观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电视教材的信息内容选取不同于电视新闻纪录片，也不同于一般的电视科普片。
它是根据学校课程教学大纲的培养目标选取适合的教学内容，而这些内容还要有适当的深度和广度，
不像电视科普片是适合广大的群众。
　　2.电视教材的符号　　电视教材使用的符号主要是活动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
根据教学需要，也可以相应使用一些文字符号和静止图像符号。
从整体来看，活动图像符号是电视教材的主体部分。
因此电视教材与电影教材一样善于表达运动变化的现象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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