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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类步入信息化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起，计算机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通信技术的相互渗透、
融合，形成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各种多媒体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的生活与娱乐越来越丰富多彩，工作也不再那么单调。
各高校也纷纷开设了以多媒体技术与应用为主要内容的计算机应用课程。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多媒体技术的普及，现代大学生的知识起点已经有了普遍提高，因此，要求我们在
大学计算机基础与应用课程的教学中进行分层、分类教学，以更好地适应目前这种教学基本环境。
为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制订了《大学计算机教学基本要求》，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
究会发布了《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各高校的相关教学与教材编写工作起到了
指导作用。
自2005年起，中国人民大学的计算机基础课开始进行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在计算机应用层面开设多
门课程，其中就包括“多媒体技术及应用”课程。
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由教学一线骨干教师共同合作，负责编写了本教材。
希望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对多媒体技术理论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系统地掌握多媒体相关软件的使
用方法和技巧。
全书共分6章。
第1章“多媒体基本概念”和第2章“多媒体技术基础”由肖林老师编写，第3章“图像与图像处理软件
”由覃雄派老师编写，第4章“动画技术与应用”由王秋月老师编写，第5章“数字音频处理”由谢红
老师编写，第6章“数字视频制作”由陈文萍老师编写。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从互联网上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在此特
对这些文献及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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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地介绍了多媒体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软件的使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配有大量的插图和实例。
全书共分6章，主要内容包括多媒体的基本概念、技术基础、图像与平面设计、动画技术与应用、数
字音频处理、数字视频制作等。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面向普通高校，可作为多媒体技术与应用或相关课程的教材使用，亦可作
为自学多媒体知识与应用的读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书籍目录

第1章 多媒体基本概念
1.1 多媒体概述
1.1.1 媒体与多媒体
1.1.2 媒体分类
1.1.3 多媒体的关键特性
1.2 媒体元素
1.2.1 文本
1.2.2 图形
1.2.3 图像
1.2.4 声音
1.2.5 动.画
1.2.6 视频
1.3 多媒体信息的数据压缩
1.3.1 概述
1.3.2 数据压缩技术基础
1.3.3 数据压缩方法
1.3.4 多媒体数据压缩标准
1.4 多媒体系统
1.4.1 多媒体硬件系统
1.4.2 多媒体软件系统
1.5 多媒体技术
1.5.1 多媒体技术特点
1.5.2 多媒体关键技术
1.6 思考与练习
第2章 多媒体技术基础
2.1 文字素材的采集.制作和保存
2.1.1 扫描输入
2.1.2 手写输入
2.1.3 语音输入
2.1.4 文字素材的制作和保存
2.2 音频素材及相关硬件
2.2.1 音频的基本概念
2.2.2 数字音频基础
2.2.3 多媒体声卡
2.3 视频素材及相关硬件
2.3.1 视频的基本概念
2.3.2 数字视频基础
2.3.3 视频采集卡
2.3.4 显示卡
2.3.5 其他视频输入输出设备
2.4 图像素材及相关硬件
2.4.1 图像处理基础
2.4.2 扫描仪
2.4.3 数码相机
2.5 常见计算机接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2.6 其他多媒体部件
2.6.1 CD-ROM驱动器
2.6.2 DVD驱动器
2.6.3 投影仪
2.7 常用存储卡的规格.特性和使用
2.7.1 CF卡
2.7.2 MMC卡
2.7.3 SD卡
2.7.4 记忆棒
2.7.5 xD图像卡
2.7.6 SM卡
2.8 思考与练习
第3章 图像与图像处理软件
3.1 图像的基本原理
3.1.1 图像的分类
3.1.2 颜色与颜色空间
3.1.3 色彩模型
3.1.4 图像的主要参数
3.1.5 图像的处理过程
3.1.6 图像数据量的计算
3.1.7 主要的图像文件格式
3.2 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概述
3.2.1 基本界面
3.2.2 Photoshop工具概述
3.2.3 图层
3.2.4 蒙版
3.2.5 通道
3.2.6 路径
3.2.7 滤镜
3.2.8 色彩控制
3.3 思考与练习
第4章 动画技术与应用
4.1 计算机动画技术
4.1.1 计算机动画的原理
4.1.2 计算机动画的分类
4.1.3 计算机动画的制作环境
4.2 Flash概述
4.2.1 Flash的主要特点和应用
4.2.2 Flash的工作界面
4.2.3 Flash动画制作过程
4.3 Flash中的图形与文本工具
4.3.1 绘图工具
4.3.2 填充工具
4.3.3 图形编辑工具
4.3.4 文本工具
4.3.5 绘图实例——雪花飘飘
4.3.6 绘图实验——圣诞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4.4 Flash基本动画制作
4.4.1 元件和实例
4.4.2 导入外部素材
4.4.3 逐帧动画
4.4.4 动作补间动画
4.4.5 引导路径动画
4.4.6 形状补间动画
4.4.7 遮罩动画
4.4.8 基本动画实验——水波涟漪
4.5 Flash交互式动画
4.5.1 按钮
4.5.2 ActionScript编程概述
4.5.3 帧动作脚本
4.5.4 按钮动作脚本
4.5.5 影片剪辑动作脚本
4.5.6 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4.5.7 交互动画实验——翻动的书页
4.6 思考与练习
第5章 数字音频处理
5.1 音频基本概念
5.1.1 声音的发生和传播
5.1.2 声音的特性
5.1.3 声音的质量
5.1.4 声音信号的数字化
5.2 音频文件格式
5.3 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
5.3.1 语音识别
5.3.2 语音合成
5.3.3 Office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
5.4 MIDI
5.5 录音机的使用
5.6 CoolEdit的使用
5.6.1 录音
5.6.2 编辑
5.6.3 效果
5.6.4 应用
5.7 CakewalkSonar的使用
5.7.1 创建新工程
5.7.2 录制MIDI
5.7.3 保存工程
5.7.4 在钢琴卷帘视图中创作、编辑MIDI
5.7.5 在五线谱视图中创作、编辑MIDI
5.8 思考与练习
第6章 数字视频制作
6.1 视频素材的常见采集方法
6.1.1 视频素材外部采集
6.1.2 视频素材内部采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6.1.3 视频素材自己制作
6.2 视频素材的格式
6.2.1 常见的视频格式
6.2.2 视频格式的转换方法
6.3 线性编辑和非线性编辑
6.4 视频文件的处理专用软件
6.5 使用PremierePro做视频后期处理
6.5.1 开始启用PremierePro
6.5.2 建立新项目
6.5.3 视频素材的采集
6.5.4 项目素材的组织与管理
6.5.5 素材的编辑剪切
6.5.6 视频转场
6.5.7 视频特效
6.5.8 添加字幕
6.5.9 视频的导出
6.6 思考与练习
参考文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章节摘录

插图：1．1．3多媒体的关键特性多媒体的关键特性主要包括信息载体的多样化、集成性和交互性三个
方面，也是在多媒体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1．信息载体的多样化信息载体的多样化通常是指计算机所能处理的信息媒体多样化。
多媒体的信息多样化不仅仅是指输入，而且还指输出，目前主要包括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
一般说来，计算机内部处理的信息（如存储、传输等）都是数字化信息，多种媒体信息要进入计算机
并进行处理，首先要转化成数字信息，其核心问题是数字化。
因此，媒体多样化扩展了计算机处理信息的空间范围。
2．信息载体的集成性信息载体的集成性不仅是多媒体设备的集成，还表现为多媒体信息的集成。
对于后者，早期的计算机对信息的处理，仅局限于对文本、声音、图形和图像等单一媒体的零散应用
方式。
在多媒体中，各种信息载体应集成为一体，而不应分离。
这种集成包括信息的多通道统一获取、多媒体信息的统一存储与组织、多媒体信息表现的合成等各个
方面。
多媒体设备的集成也应从软、硬件两方面考虑：硬件方面，应具备能够处理多媒体信息的高性能计算
机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输入／输出能力和外设；软件方面，应该有集成一体的多媒体操作系统、适
合于多媒体信息管理的软件系统、创作工具及各类应用软件等。
3．信息载体的交互性信息载体的交互性将向用户提供更加有效的控制和使用信息的手段，同时也为
应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通过交互性，人们不再单纯地接收（获取）信息，而且可以介入到信息过程中，将自己也作为整个信
息环境的一部分。
例如，人们可以使用键盘、鼠标、触摸屏、声音和数据手套等设备，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控制各种媒体
的播放。
通过对多媒体的驾驭，增强了人们对信息的注意和理解，延长了信息的保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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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分级教学系列教材本系列教材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对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按
照对计算机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级别教学方法的成功教学实践基础上编写的。
本系列教材从教学内容上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初级：针对零起点的学生。
从基础知识入手，介绍计算机基本概念、操作系统基本知识、办公自动化软件概述、数据库系统概述
、多媒体概念、因特网概念等内容。
配套教材是《计算机应用基础初级教程》。
中级：针对非零起点并经考核达到相应程度的学生。
从应用入手，深入学习应用技巧。
配套教材是《计算机应用基础中级教程（第2版）》。
高级：本级别教材是可选模块，主要结合各学科的应用，对各应用领域的课程进行选择。
《计算机应用基础初级教程》和《计算机应用基础中级教程（第2版）》是针对不同起点层次的学生
的，因此二者在内容的选用上侧重点不同。
《计算机应用基础初级教程》侧重于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相关的基本操作，是对计算机的入门；而《计
算机应用基础中级教程（第2版）》则是在初级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其侧重于相关知识的进一步
应用和使用技巧。
因此，两本书在内容上相互衔接，互不冲突。
本系列教材覆盖面广，模块选取灵活，特别适合文、史、哲、法律及财经类高等院校作为计算机基础
教育教材，其中结合各专业特点的高级中的教材也可独立选择作为专业基础课教材，教材中的许多案
例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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