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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前认真阅读此部分，很多本书的重要说明与信息都将在此呈现。
　　目前，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在找工作时，都面临着理论有余而实战不足这一问题，更有些人以为只
要在社会培训中心学习一段时间，就能立刻胜任自己喜欢的动漫、建筑、包装等设计工作，可事实是
他们在培训机构学到的多是些使用软件的技能，让他们自己去创作一部片子就会很茫然、不知道该如
何下手。
　　本书的创作初衷就是将大学所学的理论与培训机构的软件技能相结合，但是它与市面上海量的软
件技术精粹类型的图书不同，因为本书的核心是在创作技巧讲解的基础之上，完成一种概念的传递；
同时它又与乏味的理论课本不同，在倡导创新与构思意识的同时，结合整套的包装制作步骤详解，迅
速有效地提升读者的创作意识与执行能力。
对于有经验的设计师更是一种设计的升华和技巧的强化。
　　本书融入了大量技术之外的行业操作，如项目策划、创意分镜、场景氛围塑造、角色形象设定、
软件技能运用等知识，并配合不同层次读者将书中的章节按难易程度排序。
　　另外.本书讲解所用到的实例，都是笔者从业多年来的一些典型的商业作品，是国内电视视频包装
最顶级的实例作品，请翻看本书侧面的视频小样，以及本书插页中的视频分镜图片。
　　总之，本书的解密会使得广大读者朋友们对设计一词有新的认识，那些看似复杂的漂亮画面，不
过就是些移动、旋转、复制操作而已，以上皆是此书的有力看点。
　　适合读者　　本书针对电视媒体行业，但影视特效、工业造型、建筑动画、动漫角色、平面广告
等行业的设计师们皆可在此书中有所收获。
所以说本书面向的读者群应该是更广泛的所有设计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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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国内顶级设计团队的案例，详细深入地从初期的项目分析、分镜头设计再到场景设定和成片
的制作，没有经验的读者经过系统的学习后，会对视频项目设计的流程有一个基本概念，对于有经验
的设计师也是一种设计的升华和技巧的强化，更为设计界的资深设计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同时也能
让部分群体对设计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书的核心是在创作技巧讲解的基础之上，完成一种概念的传递。
同时它又与乏味的理论课本不同，在倡导创新与构思意识的同时，结合整套的包装制作步骤详解，能
够迅速、有效地提升读者的创作意识与执行能力。
　　本书融入了大量技术之外的行业内幕，如项目策划、创意分镜、场景氛围塑造、角色形象设定等
知识，并配合不同层次读者将书中的章节按难易程度排序。
　　本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很多人眼里看似复杂的绚丽画面，不过是些移动、旋转、复制的操作
而已，关键在于如何驾驭这些效果并将其融会贯通于设计作品中，也就是——设计思维！
这些都是本书的有力看点。
　　本书赠送双DVD光盘，附带本书实例所需的素材、小样和源文件，另外还有部分实例的操作视频
以及拓展操作视频。
　　本书不应仅局限于电视媒体行业，对于影视特效、工业造型、建筑动画、动漫角色、平面广告等
行业的设计师来说，皆可在此书中有所收获。
所以说本书面向的读者群应该是更广泛的所有设计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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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电视包装的概念与内容分类　　电视包装是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频道文化品位的体现
，它一方面协调频道的各个栏目，使之有机地融会在一个整体中，另一方面要借助频道整体形象的设
计，传达出频道的核心理念。
　　一个频道的包装与个别栏目的包装不同，它需要有明确的战略思想和高瞻远瞩的定位。
频道的定位首先有赖于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考察电视台的现状，对频道覆盖范围内的观众进行深入
研究，了解观众的基本构成、特点、社会分布、生活形态、收看电视节目的兴趣等。
　　同时，还要分析竞争者的优势和劣势。
在此基础上，找出与定位有关的元素——角色、性质、功能、内容、载体、文化特色，风格、品位、
经营、辐射区域等。
这些元素中的大多数都有许多共性，真正不同的主要是文化特色、风格、品位，所以一个频道要在包
装上做出自己的特色，必须定位准确，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
　　电视包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它包括企业商标（LOGO）的定位形象、定位色彩、定位字体等。
作为电视媒体，可以在台标、频道包装等电视作品中形象地体现，包括频道标识、频道lD、频道形象
宣传片、频道导视系统、频道字幕系统、频道中各个栏目的包装、声音以及传统的电视VI系统等。
　　下面作者就结合3年前做的一套频道整包装，对电视包装的具体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1，2 频道包装　　频道包装包含频道标识、频道ID、频道形象宣传片、频道导视系统和频道字幕
系统等几个构成部分。
　　1，2，1 频道标识　　频道的标识由频道的LOGO、字标构成。
平时我们经常在电视画面的左上角或右上角看到标志图形，这些就是一个频道的标识，它用来提醒观
众正在收看的是哪个频道。
　　在实际的设计中，许多电视台的标识都是以图形或结合中英文名的缩写组合起来的。
但众多的频道使标识设计容易混淆，因此各频道在标识的设计过程中，更多地注重自身特点。
找到最适合的信息表达方式，结合地方特色才能在众多的标识中醒目、突出。
　　一个频道的呼号，要做到仅是用只言片语就能阐述清楚频道的理念，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要
知道一个频道的价值取向，就算是众多学家用到鸿儒巨制也未必能够尽其详。
　　因此，不应在学术迷津地带徒废心机，而是要以简单的关键词表明频道立场，能让受众感受到这
是一个具有鲜明态度和先进理念的新媒体，感受到频道对和谐社会所作出的努力，这样频道呼号的目
的也就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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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很多人眼里看似复杂的绚丽画面，不过是些移动、旋转、复制的操作
而已，关键在于如何驾驭这些效果并将其融会贯通于设计作品中，也就是——设计思维！
这些都是本书的有力看点。
　　本书赠送双DVD光盘，附带本书实例所需的素材、小样和源文件，另外还有部分实例的操作视频
以及拓展操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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