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１．０３３

手机摄影对摄影理论教学的影响及其对策 ①

邓强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手机摄影的普及引发了学生对摄影理论学习的不重视。通过课堂讲授和课程实验中对知识的严谨分析和

验证，体现出摄影的科学性与技术性；加大名作赏析的力度，提升学生的摄影审美品位，能有效转变学生对摄影的偏颇认

识，提高学生对摄影理论的重视，利用手机为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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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摄影是摄影领域的新生事物，照相手机的普及，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用手机摄影，记录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并通过无线网络与远方的朋友分享，已成为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对推进摄影大众化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使摄影走下“神坛”的同时，也使不少人对摄影产生了

偏颇的认识，在学生中出现了忽视摄影理论学习的倾向。

摄影创作是在摄影者自主控制的条件下，用摄影的语言表达并传播摄影者对事物的感悟的行为，摄

影创作要求摄影者能够发现美和捕捉美，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有效的控制能力、机敏

的反应能力［１］，这一切都离不开摄影理论的指导。摄影课程是很多专业的基础课，旨在使学生具备一

定的摄影创作能力。摄影既是技术又是艺术，不具备相关的理论基础，高层次的摄影创作无从谈起。因

此，调动学生学习摄影理论的积极性，是目前摄影教学中急需引起重视的问题。对此，本人在教学实践

中进行了一些探索。

１　手机摄影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
学生忽视摄影理论学习的现象是近年才日渐明显的。

在传统胶片摄影时期和数码摄影的早期，摄影似乎是拥有专门的器材，掌握了复杂知识和技术的人

士的专利，因此，有机会接触摄影，系统学习摄影知识是很多学生向往的。那时，绝大部分学生在学习摄

影课程以前对摄影几乎是陌生的，通过摄影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摄影技能的训练，才逐步走入了摄影的殿

堂。后来，虽然各种数码相机相继出现，但学生们接触摄影的机会还是相对有限，在他们的眼里，摄影还

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学生对摄影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摄影技能的训练仍保持极大的兴趣。

高度智能化照相手机的普及，彻底打开了摄影的大门。只要有手机在手，谁都能品尝摄影的乐趣。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学生们对摄影课程中理论的学习逐渐轻视起来。

近三年来，笔者都在课前对所教的学生做了调查，他们的手机全都具有照相功能，几乎每天都要用

手机拍照，都有着丰富的手机摄影的经历，“谁都会摄影”是他们进入摄影课堂前的共识。在和学生交

流中发现，手机摄影的高度智能化，使他们不用去考虑怎样控制成像的效果，不用去考虑怎样才能让别

人看懂所拍摄的照片。不少人养成了打开照相功能就拍摄的习惯，总觉得通过大量的拍摄，或者使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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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机摄影的ＡＰＰ，总能得到自己需要的照片。因此，面对摄影课程，难免产生摄影理论到底有什么用
的疑问。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学习摄影理论知识是很被动的，虽然课照上，作业照做，但这主要是为了

应付考试，课程学完，只是生硬地背记了一些名词术语和规律条文，并不能用理论指导摄影创作。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问题的出现呢？从表面上看，手机摄影是直接的诱因，但深入分析不难发

现：学生摄影审美水平不高，教学中教师对摄影理论相关知识的讲解不够严谨和课程实验质量不高，是

学生对理论知识缺乏兴趣的原因。

２　多途径提高学生对学习摄影理论重要性的认识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转变学生的观念，提高学生学习摄影理论知识的积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２．１　赏析名作，提高学生的摄影审美品位
从摄影术诞生至今，历代摄影大师们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它们是摄影后来者的榜样和标

杆。要创作好作品，首先应提高摄影审美的品位。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靠一两节作品评价课

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经常熏陶。

实践证明，将名作欣赏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的始终，结合教学内容，每次课都有计划地赏析一些名

作，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主题，分析讲解摄影者是如何通过构图、用光及技术手段实现创意的，对提高

学生摄影审美水平大有裨益。一方面，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讲授的知识点；另一方面，能使学生了解

观众是怎么看作品的，同时作品又是如何打动观众的。在赏析的同时，还可以启发学生站在摄影者的角

度，思考“如果我是摄影师，还可以怎么拍”一类的问题，让学生用所学的知识预测作品的画面效果。这

么一来，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鲜活了，还拓宽了学生的思路，让学生从中看到了理论在创作中的作用。

例如，在介绍摄影简史时，对著名摄影家袁毅平拍摄于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８９年，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作
品《东方红》，以及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５年以天安门为对象拍摄的另两幅作品进行了赏析，通过对作者立意、
构思、酝酿、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将艺术意向物化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过程进行介绍［２］，使刚步

入摄影课堂的学生们顿时眼前一亮，感悟“原来在按下快门之前还有这么多要考虑的问题啊”。虽然很

多知识还没讲，但在分析作品中，他们对拍摄角度，光位，色温，前景、背景，构图等名词术语已经不再陌

生，不少学生还对摄影有了新的认识：要拍出好的作品，还真少不了这些知识。

通过大量赏析摄影作品后，学生们看照片的角度会悄然发生变化，还会引发不少学生对以往拍摄的

照片的反思，激发学生用摄影理论指导创作的自觉性。

２．２　教学内容充分体现知识的科学性
摄影理论涉及多学科的知识，有着严密的科学体系，它的各种规律是有相关学科的基础做支撑

的［３］。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教科书只简单地给出了这些理论知识的结论，而且有些还是不甚严谨的结

论，很容易让人产生摄影的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的错误认识。因此，不少学生在学习这些知识时，不求

甚解，死记硬背，更谈不上在创作实践中灵活运用了。

学生们不喜欢囫囵吞枣式的学习，他们对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希望知其所以然。现在的学生

都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在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利用掌握的知识去分析、演算、推导得出摄影的规律。例

如，书上介绍影响景深的因素时，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虽然强调光圈、焦距以及拍摄距离三者都对

景深有影响［３］，但给出的却是单一因素影响的定性的规律，没有说明三者共同影响会有什么结果。在

以往的教学中发现，不少学生对此不理解，很容易混淆或忽略必要的前提条件，得出“光圈小则景深大，

焦距短则景深大、距离远则景深大”的错误结论。通过指导学生将镜头组简化成一片凸透镜，根据透镜

成像的原理推导出景深的近似公式ΔＬ≈２ＦδＬ２÷ｆ２后［４］，景深与镜头的光圈系数、拍摄距离以及镜头的

焦距的关系一目了然，学生们对景深的理解就深刻了，遇到景深问题时，就知道应全面考虑与其相关的

因素了。

教学中突出摄影的科学性，能让学生知道摄影创作仅凭经验或者生搬硬套结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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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道其中的原理。

２．３　设计实验，突出技术参数对画面的影响，提高学生对摄影的掌控能力
摄影的技术性体现在能够通过实验进行验证。

在以往的实验中，由于要求比较宽泛，往往因为多个因素同时对图像的效果发生作用［４］，某一技术

参数对画面的影响无法突出，实验的效果不理想，学生的印象不深刻。

为了充分体现摄影学科的严密性，我们设计了一套对比试验，突出某一个参数对画面效果的影响。

通过对比不同测光模式下自动曝光的效果，对比测光区域灰度不同的情况下的曝光效果，让学生理解测

光的原理，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要曝光补偿、如何补偿［５］；通过让学生拍摄光圈、焦距和拍摄距离中一个

参数改变时景深发生明显变化的对比照片，以及针对忽略景深前提条件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拍摄诸如

“光圈大景深小”和“光圈大景深大”的对比照片，让学生们亲自感受景深变化的规律。这样的实验看似

简单，但要得出理想的实验效果还得花不少的功夫。学生们不仅要清楚某一参数的功能，而且要考虑各

个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将诸参数设置恰当，对比的效果才会明显。为了完成实验，学生们事前要

设计实验方案，还要查阅不少的资料，实验过程中不仅要记录实验数据，还要随时分析实验中出现的现

象，调整实验条件。实验做完，相关的知识就融会贯通了，解决摄影创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精心设计的实验不仅能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作风，提高动手能力，还能调动学生的钻研精神。在完

成这些系列的实验项目后，学生们逐渐习惯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解决创作实践中的问题了。

３　利用手机为教学服务
其实，手机摄影的普及对摄影教育并不是洪水猛兽，它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将摄影的理论运用于

手机摄影，可以大大提高作品的质量，发挥出其应有的水平，同时，照相手机也可以应用于摄影教学，使

教学的形式更加多样。

摄影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提高学生的摄影能力，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必须多拍多练。但

由于用于教学的专业相机数量有限，难以保证每个学生有充足的实践时间，因此，在实验时可以发挥学

生的照相手机的作用。实践表明，很多照相手机有较多的设置功能，能够较好地完成测光、曝光实验和

构图实验。

要学好摄影，师生间、生生间需要经常交流。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大胆地利用手机无线网络平台

进行互动。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请教老师和同学；创作中遇到困惑，可以集思广益，听取多方的意

见和建议。每当贴上新创作的作品，群内的点赞和鼓掌，是最好的鼓励和鞭策。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的

实时交互，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学生们的摄影水平在日渐提高。

在摄影教学中自觉应用新的教学手段，能使教学更加生动，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提高学生对摄影

理论学习的兴趣，提高摄影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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