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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摄影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2/2/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18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支撑：  

授课时间：周五 5-6 节（1-16 周） 授课地点： 实 218 

授课对象： 20 级工业设计 

开课学院：粤台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何帅森/讲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使用教材：《摄影》 

教学参考资料：《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摄影构图》等 

课程简介： 

《摄影》是视觉传达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程，是辅助设计手段中必不可缺少的一门技能性课程。课程目的是通过对相机的工作原理、组成

部分、曝光与测光、摄影构图、摄影用光的讲授，使学生熟悉相机结构、掌握曝光基本技能，并初步学会运用摄影构图与用光的基本理论进行实践拍

摄。 

课程教学目标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教学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 学习照相机成像原理和基本摄影布光

技术。 

C1.熟练运用设计基础知识，机械制造知识与美学

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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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现代摄影的相关知识和成像方法，在此基础上

要求学生通过由浅入深的摄影实践作业的练习，更好地

掌握摄影技术和艺术表现。 

目标 2：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鉴赏培养学生对摄影摄像理论知识

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增强学生的摄影技术、摄影艺

术表现能力。 

实践风光摄影、人像摄影等的具体操

作，具有较为完善的拍摄构思。 

C3.掌握扎实的工业设计基础知识与相关设计技

能，以即使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目标 3： 

提高设计创意力，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奠定基

础，在综合练习时强调学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正确

理念引导设计思维。 

设计拍摄效果，并实施。 
C6.能活用所学专业知识并整合与运用至生活问题

与创业实践； 

目标 4： 

体会摄影师的职业工作流程，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 

通过市场调研和团队协作完成模块化

的摄影任务。 

C8.具有创新精神、观察与辩证的能力；了解设计

师身负的社会责任、并肩负起的精神。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授课教师 

学

时

数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

点） 

教学模式 

（线上/混合式/

线下） 

教学方法 作业安排 
支撑课

程目标 

1 

第一单元  摄影术

概述 

何帅森 

2 

教学内容： 

1、摄影术的诞生与发展。 

2、摄影的特性。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作业一 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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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摄影术的应用与艺术摄影流派。 

课程思政融入点：了解中国影像发展历

史，体会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第二单元 照相器

材认识 

何帅森 

1 

教学内容： 

1、照相机的类型与特性。 

2、照相机的结构与附件。 

课程思政融入点：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进

行学习。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目标 2 

3 

第二单元 照相器

材认识 

何帅森 

1 

教学内容： 

3、镜头照相机的工作原理、镜头会解

决的问题、镜头的基本功能、什么是镜

头速度、f 值含义、什么是焦距、什么

是远摄增距镜、速度、镜间快门、焦平

面快门。 

 课程思政融入点：欣赏中国摄影师优秀

作品，让学生感受中华美学的博大精深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作业二 目标 1 

7 

第三单元 摄影技

法初步 

 

何帅森 

1 

教学内容： 

1、影响图像清晰的因素。 

2、调焦。 

3、景深。 

4、影响曝光正确因素。 

5、自动测光与自动测光装置。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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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曝光数据组合。 

课程思政融入点：用科学精神和正确的

审美意识分析品评作品。 

8 

第四单元  人像

摄影应用 

 

何帅森 

2 

教学内容： 

1、画面的取景与构图。 

2、对象的表现与位置摆放。 

课程思政融入点：体会摄影中的中国文

化，从中体会中国设计的精髓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作业三 

目 标

2、4 

12 

第四单元  人像

摄影应用 

 

何帅森 

1 

教学内容： 

3、摄影用光  

课程思政融入点：如何利用光线丰富画

面中的情感，从中体会中国文化。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目 标

2、4 

16 

第五单元  摄影

构图 

 

何帅森 

2 

教学内容： 

1、不同类型的摄影构图方式。 

2、抢拍技巧。 

课程思政融入点：讲解中国从古至今的

至今摄影史，让同学们体会影像在中国

发展历程 

线下 

课堂讲授

与小组讨

论 

作业四 
目 标

2、4 

合计 14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授课教师 学时 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项目类型（验证

/综合/设计） 

教学 

方式 

支撑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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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风光摄影练习（校

园） 

何帅森 

4 

教学内容： 

1、 风光摄影技术要点 

2、 风光摄影的景别 

3、 风光摄影的构思 

课程思政融入点：捕捉家乡美、环境美，提

升学生的审美意识。 

综合 实训 目标 134 

6 风光摄影作品讲评 

何帅森 

2 

教学内容： 

针对性的分析拍摄作品的优缺点，对作品中

的技术和艺术进行评价。 

课程思政融入点：捕捉家乡美、环境美，提

升学生的审美意识。 

综合 课堂讲授 /小组

讨论/ 

目标 1,3,4 

9-10 人像摄影 1（棚外） 

何帅森 

4 

教学内容： 

1、 人像摄影技术要点 

2、 人像摄影的景别 

3、 人像摄影的构思 

课程思政融入点：捕捉人性之美，提升学生

的审美意识。 

综合 

实训 

目标 1,3,4 

11 人像作品分析 2 

何帅森 

2 

教学内容： 

针对性的分析拍摄作品的优缺点，对作品中

的技术和艺术进行评价。 

综合 课堂讲授 /小组

讨论/ 

目标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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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点：捕捉人性之美，提升学生

的审美意识。 

13-14 人像摄影 2（棚内） 

 

4 

教学内容： 

1、 棚内人像摄影技术要点 

2、 棚内人像摄影的景别 

3、 棚内人像摄影的构思 

4、 棚内人像摄影用光 

课程思政融入点：捕捉人性之美，提升学生

的审美意识。 

综合 

实训 

目标 1,3,4 

15 人像作品分析 2 

 

2 

教学内容： 

针对性的分析拍摄作品的优缺点，对作品中

的技术和艺术进行评价。 

课程思政融入点：捕捉人性之美，提升学生

的审美意识。 

综合 课堂讲授 /小组

讨论/ 

目标 1,3,4 

合计 18     

课程考核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作业 实验 考试 文献检索  

目标一 C1 3  1   

目标二 C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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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三 C6 4  1    

目标四 C8 4  1    

总计 50 0 50 0 100 
 

备注：1）根据《东莞理工学院考试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旷课 3 次（或 6 课时）学生不得参加该课程的期终考核。2）各项考核标准见附件所示。 

 

大纲编写时间：2021 年 8 月 30 日 

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21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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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各类考核评分标准表（仅供参考） 

作业评分标准 

观测点 
评分标准 

A(100) B(85) C(70) D(0) 

摄影技术 
照相机应用娴熟，对景深、景

别、用光应用合理有效。 

照相机应用较为熟练，对景

深、景别、用光应用合理。 

照相机应用基本熟练，对

景深、景别、用光应用不

够合理。 

照相机应用基本操作生

疏，技术水平待加强。 

摄影艺术 

摄影作品美观大方，主体突

出，色彩适度，搭配合理，疏

密有致。 

摄影作品，主体突出，色彩搭

配合理，疏密有致。 

摄影作品符合大众审美，

但仍有可提升的空间。 

摄影能力不足，需要重新

学习。 

作业完成态度 
按时完成，作品按规范要求执

行 
按时完成，作品按照规范执行 

按时完成，作品基本按照

规范执行 

未交作业或后期补交，部

分未按照规范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