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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旅游摄影是旅游专业中一门必不可少的深受广大学生喜欢的专业课程，其教学内容多、知识面广、实
践性强。
旅游摄影是形象地反映旅游活动的不同侧面，不同内涵，直观地展现人在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举止。
现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旅游摄影课程乃是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培养与训练的重要环节，其教学最大的特点是不受传统封闭式
教学体系的影响，在进行课堂教学实践的同时，更注重学生参与户外活动中的摄影教学实践。
为了适应现代教学实践，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围绕学生摄影水平的提高，进行户外和
室内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修改教材内容，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完善。
本教材不同于传统摄影教材，教材内容主要围绕旅游活动中的行为而展开，教材从前期准备至后期制
作存档，始终强调学生对摄影基础知识的贯通与理解，在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的同时，通过大量图片
的讲解，使学生熟悉和掌握旅游摄影的技术和技巧。
教材中摄影的技巧和方法，都是以实践教学为主，以至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旅游摄影拍摄过程，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
教材还就如何利用光线，色彩、创意，利用摄影技术和技巧拍摄一幅完美的图片，进行了简明的阐述
，进而培养学生对旅游摄影图片的分析，创造和想象能力。
本教材图文并茂，采用大量的图片和图表，为学生提供一个直观易于掌握的学习平台，同时对广大旅
游摄影爱好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教材第1章概述由黄娟、夏峰完成；第2章旅游摄影的前期准备由易玉婷、夏峰完成；第3章旅游摄影
的基本技术由韦剑华、夏峰完成，第4章旅游摄影的用光与影调由夏峰完成；第5章旅游摄影的取景构
图由夏峰完成，第6章旅游摄影拍摄实践由夏蜂完成；第7章旅游摄影的后期制作、存档、展示由绫化
矾完成。
中国地质大学卢杰、周云老师，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农卡老师，长江职业学院孙霖老师，武汉职业
技术学院王英哲老师也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全书由夏峰统稿，书中未署名图片均为夏峰所摄。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朱立教授、辛建荣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中国
摄影家黄克勤教授、中国摄影理论家丁遵新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席庄振
华教授、著名摄影家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刘志超教授、著名摄影家雨果摄影学院院长柏雨果教授、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副书记丁振国教授、胡光道教授、张聪辰教授和湖北省高校摄影同仁方肃、
魏致静、陈建平，武建国等支持和帮助，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湖北省高校摄影学会等有关领导、专家及和我的学生、家人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
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教材中可能存在很多的不足和缺憾，热忱希望广大旅游摄影的朋友们不吝赐教，
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高校摄影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大学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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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不同于传统摄影教材，教材内容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大量图片讲解，使学生熟悉和
掌握旅游摄影拍摄的技术和技巧。
本教材共分7章，每章后附有练习与思考。
内容实用、直观、符合课程设置要求。
    本教材适用于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成人高校教学使用，对广大旅游摄影爱好者也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本教材不同于传统摄影教材，教材内容主要围绕旅游活动中的行为而展开，教材从前期准备至后
期制作存档，始终强调学生对摄影基础知识的贯通与理解，在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的同时，通过大量
图片的讲解，使学生熟悉和掌握旅游摄影的技术和技巧。
教材中摄影的技巧和方法，都是以实践教学为主，以至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旅游摄影拍摄过程，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
教材还就如何利用光线、色彩、创意，利用摄影技术和技巧拍摄一幅完美的图片，进行了简明的阐述
，进而培养学生对旅游摄影图片的分析、创造和想象能力。
本教材图文并茂，采用大量的图片和图表，为学生提供一个直观易于掌握的学习平台，同时对广大旅
游摄影爱好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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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纪念照的拍摄特性    6.1.2 旅游摄影纪念照的拍摄方法  6.2 自然风光的拍摄实践与分析    6.2.1 山、
瀑布的拍摄    6.2.2 日出、日落的拍摄    6.2.3 云雾的拍摄    6.2.4 大海、江河、湖泊的拍摄    6.2.5 田园风
光的拍摄    6.2.6 户外花卉的拍摄    6.2.7 雪景的拍摄  6.3 建筑、夜景的拍摄实践与分析    6.3.1 建筑物的
拍摄    6.3.2 城市夜景的拍摄    6.3.3 一次曝光拍摄夜景    6.3.4 多次曝光的拍摄夜景  6.4 人文景观的拍摄
实践与分析  6.5 民俗风情的拍摄实践与分析第7章  旅游摄影的后期制作、存档、展示  7.1 数码影像后
期制作的设备与软件    7.1.1 计算机    7.1.2 相关附件    7.1.3 影像处理的软件(Photoshop CS)  7.2 旅游摄影
图片的后期制作    7.2.1 Photoshop CS界面    7.2.2 旅游摄影图片的调整    7.2.3 旅游摄影图片的处理    7.2.4 
旅游摄影图片的创意  7.3 旅游摄影图片的存档与展示    7.3.1 旅游摄影图片的存档    7.3.2 旅游摄影图片
的展示附录：与旅游摄影有关的法律条款旅游摄影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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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摄影是一种造型芝术，是运用科学的手段，把瞬间的真实景物记录或反映在平面上。
照相机未发明以前，这种记录技术是一种不能想象的“魔力”。
古代，人们为了把真实物体的形状记录下来，只能采取绘画的方式。
但再高明的画师，也难以把人与物的原形毫不走样地记录下来。
对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现在具有通过文字的记载或想象，如“赤壁鏖战”、“十字军东征”的历史
场景，因为当时没有照相机来记录真实的影像；对于历史伟人的肖像，人们也只能通过绘画了解埃及
艳后、唐朝武则天的相貌，由于没有她们本人的照片，人们也就无法确定她们本来的面容。
19 世纪摄影术的诞生，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惊奇和快乐，它取代了绘画视觉艺术的真实感。
人们可运用摄影术来再现真实物体的形念、比例、明暗、空间。
摄影术的摄取、存储、传播方式打破了语言文字、绘画艺术一统的局面，图像的直观和具体，赢得了
“一图胜千言”的赞誉。
人类早期的摄影活动邮址在暗室中完成的，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 《Problemata》 一文中就首
次提到，光线通过针孔使物体照射在墙壁上构成影像。
公元10世纪，阿拉伯学者埃尔汉岑(Alhazen)也描述过这一效果，并告诉人们通过“暗箱”去观看日食
过程。
人们发现明亮景物上反射来的光线，通过一个小孔进入一个暗室，便可在对面墙壁上，形成一个暗淡
的上下颠倒的景物影像，这种成像现象称为“针孔照相”（图1-1）。
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用镜头取代针孔，来提高成像质量，把原来很大的暗箱缩成-只小盒了的尺
寸，以便携带。
当时暗箱已成为画家的辅助工具，很多画家也曾用这种暗箱的方法把风景映照在纸上，用铅笔描绘记
录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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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摄影》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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