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色彩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字色彩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303088621

10位ISBN编号：7303088628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肖永亮,廖宏勇

页数：2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色彩基础>>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字媒体系列教材：数字色彩基础》是在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影视艺术和数字录音等相关专业开展的基础课程教学几轮试用讲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系
统化整理加工提炼而成，部分教材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字媒体系列教材：数字色彩基础》所包括的内容，都
是数字媒体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
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改变了传统的科学和艺术分离、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强调艺术与技术结
合，学科与门类交叉文化素养与专业知识渗透，职业规范与道德教育共进。
按照新学科、新特点的新思路，大胆改革和创新学科体系、课程内容、教材编排和教学方法。
每门课程参加编写的教师都已基本完成一轮以上的教学实践，有的讲义已经进行了反复修改．试用了
三次以上。
所开设的课程为学生学习本专业知识打下了扎实和必备的基础，学生专业水平有显著提高，对未来的
职业生涯充满了自信的把握和就业的能力。
　　数字媒体是一门新兴的热门专业，为了克服现有教材不系统、不配套、不精练、知识面不宽、知
识点零散、重操作而轻理论、重小技巧而轻基本功等缺陷，这套数字媒体系列教材注意将相关领域，
包括动画、游戏、交互媒体、影视后期等传媒和艺术形式所共有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放置在知识结构
的大系统中，组成完整的一套课程体系。
　　本套系列教材注重以下几个特色：系统性、广泛性、创新性和前沿性。
针对普通高等院校数字媒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要求，为了满足新开设的基础课程对教材的迫切需要
，通过对几届学生的教学实践和评估，并经过反复修改，其教学效果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由于教材大纲和教学大纲同步论证，在学科和课程设计的_开始就纳入了教学的整体系统，有非常好
的系统性。
课程的设计是根据同类专业的基础课的共同特点和知识结构，整合了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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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认识色彩门　　1.2　光与色　　光是一切视觉现象的主要介质，而照亮我们生存世界的
光就来自太阳。
太阳发出来的光投射到地球上，就使我们周围呈现出了缤纷丰富的众生之相。
说到太阳光，不得不提到色温的概念，色温是光颜色的温度。
一般来说冷色光的色温偏低，暖色光的色温偏高。
一天中如果是在晴朗的天气情况下，早晨和黄昏的色温偏暖，夜晚的色温偏冷，而中午的色温是中性
的。
因此，用中午的天光来记录色彩是最容易还原物质本身固有色彩的。
　　物体受到光线的照射才可以形成为眼睛所感知的形与色，所以说眼睛借助光才能产生视觉。
客观地说，色彩是光线的反射所产生的视觉现象。
没有光，眼睛就无法感受色彩的存在，换句话说，没有光，也就没有了色彩。
光与色的联系始终是唇齿相依的，在理论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光即色彩之源”的
学说影响深远，而该学说的现实依据就是光与色依存的物理现象。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一千多年中，色彩理论的完善或发展一直是一个真空状态。
科学家或画家们大都沉溺于色彩颜料的改良，而并没有关注色彩物理理论的研究，直到1666年，物理
学家牛顿发现了光谱，才建立起色与光性质的理论体系。
牛顿做的一个著名的试验是：将太阳光以反射方式引入暗室，并使其通过三棱透镜，然后借助三棱透
镜的光折射机理，于是分离出了七种颜色光线。
这个试验有力地证明了“光即色彩之源”的学说，也解释了光与色的内在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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