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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传播在中国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尽管在学术界其研究规模、广度及深度尚有待进一步的开掘，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电影和电视的迅
猛发展却是大家有目共睹、感同身受的。
影视艺术不仅赢得了最广泛的受众的青睐，以前所未有的传播幅度和力度，影响着现实的社会生活、
文化结构、价值趋向和审美习惯等，而且作为一种融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朝阳产业，它开辟了一
个蓬勃兴旺的视听时代。
这种情形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影视艺术以无法阻挡的力量和最日常化的方式，介入了人们
的生活，实践着与受众近距离的交流，从而成为人们最熟悉、最亲近的艺术样式；另一方面，伴随这
种发展态势，影视艺术正式跻身各类高等学校，成为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强大现实生命力的新兴学科
，并吸引了无数满怀好奇、激情和理想的年轻学子。
而在为数众多的中小学，影视艺术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同样得到了普遍推广，影视传
播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为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青少年是与当代影视艺术相伴成长起来的，他们深受影视艺
术的影响，同时充当着影像时代的急先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影视艺术、推动影视教育不仅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且是一种时代趋势。
    本书是“走进艺术殿堂高考高分宝典”之一，该书旨在帮助考生提高影视审美素养及写作能力。
它从审美的角度，着重阐述了鉴赏影视艺术的具体途径和主要方法。
同时，针对考生在影视鉴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
。
全书立足影视鉴赏与影评写作实际，论述深入浅出，行文通俗易懂，对影视爱好者，尤其是广播影视
艺术专业的应试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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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专业角度定义，景别通常指的是由于摄影机或摄像机的镜头与被拍摄物距离的远近而形成的某种视
野，用以表现被摄主体与环境的各种关系。
而实际上，景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事物的经验的体现。
根据我们所在的空间以及观察距离的远近，我们看到的是远近不同的景象。
常见的景别就是按照这种现象进行划分的，大体有以下几种：1.远景远景指的是那些远距离拍摄、视
野比较开阔的镜头。
它展示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具有写景抒情、营造特定气氛或气势的作用。
许多现代影视作品就运用远景来造就某种创作风格。
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生生长流》等。
同时，远景也具有展示人物行为、突出叙事的功能。
不少传统的电影、电视剧都习惯用远景作为导入手段，渐次展开故事、环境或人物。
《湘女萧萧》、《良家妇女》都是这样。
从总体上看，远景既能抒情又能叙事，呈现出的是虚实相间的特点。
2.全景全景展示的是处在特定环境中的完整的主体形象或特定的叙事空间。
从影像的整体视觉效果看，人物是全景画面的中心，着意展示的是人物完整的形象、形体动作及动作
范围等，环境空间是一种造型的必要背景和补充，交代出人物和空间环境的关系。
观众通过全景对拍摄对象（主体及其环境）形成整体的认识。
3.中景中景是由被拍摄主体的主要部分所构成的镜头。
按照人们的视觉习惯，视野所及通常是人物膝盖以上部分。
从镜头表现内容看，中景展示的主要是人物上肢的动作、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等，强调的是动作性和故
事性。
但中景和全景的叙事性又有不同。
如果说全景突出的是“叙述”的效果，那么中景显然侧重于“描写”，突出的是人物事件的“焦点”
，动作连贯，关系丰富。
因此，中景的感染力很强，往往能有效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景在电视作品中运用特别广泛，这与电视屏幕的物质特性有关。
与电影的银幕面积相比，一般的电视屏幕小了许多，而且电视作为家庭媒介还要突出亲近性，中景正
好切合了这些特点，在刻画人物动作、展示情节的时候，显得自然、亲切、协调，非常富有生活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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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视鉴赏与影评写作(第2版)》：广播影视艺术辅导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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