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０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０Ｎｏ．６
Ｎｏｖ．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

摄影视觉水平提升的教学探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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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眼视觉和相机“视觉”的差异，可以导致拍摄的照片不能把摄影者对事物的感受完全传播给观看者。摄
影教学中通过加强对学生从“框”中看景物、表现空间感、表现质感、突出主体等能力的培养，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摄影

视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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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摩学生的作品时，常常可以听到“照片
没拍好，实景比照片漂亮多了”这样的解释。为

什么会这样呢？仔细分析发现，摄影者的摄影视

觉水平不高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摄影视觉，是指

一种想象的能力，就是把人的眼睛视觉转换成相

机镜头的“视觉”与画面效果的能力［１］。

人们习惯将镜头比作照相机的眼睛，照片上

呈现的是通过照相机“看到”并记录下来的影像。

虽然人眼与照相机镜头在成像方面有很多相似之

处，但两者在结构和功能上毕竟有很多不同，因

此，两者在“观看”同一景物时难免出现“视觉”差

异。如何避免或者减少这种差异，让照片真实反

映摄影者对被拍摄对象的理解和感悟，使观看者

从照片能真正理解摄影者的拍摄意图，是数码摄

影教学中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在教学中发现，让

学生充分了解人眼视物与镜头成像的异同，引导

学生运用镜头的成像原理，以符合人们图像认知

规律的构图形式谋篇布局，提高两种“视觉”的转

换能力，对摄影创作大有裨益。

１　人眼视觉和相机“视觉”的差异
１．１　 相机与人眼“成像”机理不同

人是用两只眼睛观看事物的，一般人左右眼

的眼球相距大约６０ｍｍ左右，因此，任何视觉影像
在左右视网膜上的投影都不可能相同，但人的大

脑会对有差异的两个影像作出判断，从而产生纵

深感和立体感。

照相机不同于人眼，它只有一个镜头，当它将

从景物上反射的光线汇聚成像时，只能形成二维

的平面影像，这个影像是平淡、呆板的，要让观看

者从画面上感受到被拍摄对象的真实感，必须运

用镜头成像的光学特性和一定的摄影造型手段。

１．２　相机与人眼“观看”的范围不同
人眼“视网膜”的宽度大约是２４ｍｍ，一般情

况下，人眼的焦距是２０ｍｍ左右［２］，相当于１３５格
式相机的超广角镜头。同时，眼球可以非常灵活

地大角度转动，并且视网膜又是呈一定形状的曲

面，所以眼睛可以轻松地看到很大范围内的景物。

但是，人眼视物具有“选择性”，在目光可及的很

大的可视范围内，人眼只能真正看清楚映射在视

网膜中心的影像，周围的部分只能被感觉到存在，

会被“视而不见”。当人眼受到某种变化的刺激，

或者对某部分感兴趣时，眼球会快速转动，让这一

部分落入视网膜中心，同时睫状肌迅速伸缩，在视

网膜中心聚焦，使这一部分清晰呈现。这个动作

瞬间完成，给人的感觉是眼睛看到的范围很大，而

且都是清楚的。在“观看”方面，相机和人眼有很

大的不同：

第一，现在的照相机要么可以更换不同焦距的

镜头，要么可以调节变焦距镜头的焦距。以人们最

熟悉的１３５格式照相机为例，１４ｍｍ到４００ｍｍ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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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常见的镜头焦段，涵盖范围非常大。由于镜头的

影像放大率与焦距是成正比的，所以使用短焦距镜

头时“看到”的主体显得比实际景物小，但画面可

能比人眼看的范围广，而使用长焦距镜头时“看

到”的主体显得大，但包括的范围窄。

第二，现代照相机记录影像的感光器件或感

光材料的成像面都是矩形的，它只能记录镜头成

像像场中的一块矩形部分的影像，不能把人们在

拍摄现场通过眼睛观看到的景物都包括在内。

第三，照相机能“看”清楚的范围可变。一方

面，与人眼只能够看清楚视网膜中心部分的影像

不同，镜头成像时，凡是通过对焦点且垂直于主光

轴的平面上的物体都是严格清晰成像的；另一方

面，按照光学成像的原理，虽然焦平面前后的物体

的影像清晰度会逐渐降低，但由于人眼的分辨能

力有限，当影像上的弥散圈直径在一定范围内时，

人们也会认为影像是清晰的，与被人们认为清晰

的影像相对应的这段景物的范围就是景深。在摄

影中，摄影者可以通过调节镜头的焦距、光圈和拍

摄距离等控制景深，使画面上清晰的范围发生变

化，这样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画面效果，表达不同的

意境。人眼由于焦距短，而景深的大小与焦距的

长度是成平方反比关系的［３］，所以人眼在成像时

容易实现大景深，同时，由于人眼视物时的灵活

性，人们在观看事物时基本察觉不到景深的变化。

１．３　相机对事物的“感觉”单一
人们对某个事物的好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

的，例如，面对鲜艳欲滴的花朵，如果闻到它散发

出的芳香，往往会驱使观看者不自觉地靠近仔细

欣赏；如果它发出了难闻的气味，人们就会掩鼻而

去。人们对事物的感受和认知，是其视觉、听觉、

触觉、嗅觉、味觉等器官受到刺激后的综合反映，

虽然视觉的感受在形成认知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

的作用，但其他感觉因素会对最终的认知起到补

充、加强或削弱的作用。在“感受”事物方面照相

机的能力非常弱，它的“感觉”是单一的，只能把

人能感受的视觉信息记录下来，无法反映人的听

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器官感受的刺激，所以，通

过摄影最终得到的照片也只能给观看者的视觉器

官带来刺激。

２　提高摄影视觉水平应具备的能力
综上所述，照相机“看到”的并不一定是摄影

者想要呈现给观看者的。要让摄影者所看、所想

变成能引起观看者共鸣的摄影作品，运用摄影语

言弥补相机和人眼在“视觉”方面的差异至关重

要。摄影视觉水平是摄影者摄影综合能力的体

现，要达到“人机合一”的水平，需要熟悉摄影的

相关理论知识，了解人们的认知特点，还需要长期

的训练和实践。在摄影教学中，加强以下几方面

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初学者摄影视觉水平的提高。

２．１　从“框”中看景物的能力
由于相机取景器是矩形的，不可能把人们环

顾四周看到的美景都记录下来，因此，摄影者要有

以相机的“眼光”发现美的眼睛，善于在拍摄场景

中快速确定矩形的拍摄范围，这是摄影的基本功，

是把人眼视觉转换成相机“视觉”的第一步。

在摄影教学中发现，引导学生平时多做用单

眼从双手食指和拇指交叉构成的矩形框中观看事

物的徒手练习，是增强摄影视觉能力行之有效且

简单易行的办法。将双手构成的“框”调整成与

相机取景器相同的长宽比，当改变双手与眼睛之

间的距离时，从“框”中看到的范围会发生变化，

从而模拟出不同焦距镜头取景时的视野效果。图

１是拍摄的场景；图２是模拟的焦距变化效果，从
左到右手与眼睛的距离由远到近，从“框”中看到

的和镜头焦距由长到短时的取景范围相似。

图１　拍摄场景

图２　模拟焦距变化效果

这个训练有两大好处：一是使学生养成以相

机的“眼光”看景物的习惯，在观看的过程中做

“减法”，去除与主体无关的部分，确定进入矩形

画面的主体、陪体和周围环境的范围。简洁的画

面还有助于尽可能多地利用有效的成像面积，减

少后期二次构图时的裁切量，保证图像质量；二是

有助于及时发现并避开可能影响画面的瑕疵。人

眼观看时的“选择性”，使得观看者在看大范围的

景物时只专注感兴趣的部分，忽视周围的其他物

体。而在欣赏景物影像缩小了的照片时，场景中

很大范围的部分都会在视网膜中心较小的范围内

清晰呈现，使得诸如从人物背后伸到头顶的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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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破坏画面的物体一览无余。若习惯了从“框”

中观看，往往在取景时就可以发现破坏画面的因

素，以便及时做出调整，提高拍摄成功率。

２．２　表现“空间感”的能力
人们通过双眼看到的是立体的、丰满的景物，

而摄影镜头只能把现实中立体空间的景物凝结在

二维的平面上。要让观看者在看照片时产生空间

感，利用透视关系是最直接的方法。摄影中常常

通过线条透视和大气透视来表现被拍摄场景的空

间感。

线条透视是人们观察景物时“近大远小”的

视觉效果。在指导学生拍摄实践时，不仅要让他

们重视主体，还要让他们学会关注场景中人们熟

悉的物体、有延伸线条的景物，同时选择恰当的拍

摄点。因为人们在辨别尺寸时，并不会被投影在

视网膜上的影像大小完全主导，他会根据生活的

经验，以熟悉的物体作为参照物，通过主体与前

景、背景及周围熟悉的物体的大小对比，作出物体

间距离的判断。如果将画面中诸如道路、河流、建

筑等有明显线条结构的部分记录在画面上，通过

线条的汇聚状况、宽窄变化、延伸长度等就会给观

看者深度的心理暗示，从而产生空间的联想。

空气中存在的烟雾、尘埃、水气等介质达到一

定浓度时，看起来近处的景物清晰度高，远处的景

物清晰度低；近处的景物色彩饱和度高，远处的色

彩饱和度低；近景的影调暗，远景的影调亮，这就

是空气透视现象。这样的场景不仅有朦胧的美，

还会激发观看者透过模糊的景象看清楚主体以及

其前后景物的欲望，照片上这样的画面非常有助

于表现纵深感。有空气透视现象的场景中，越往

远处影调层次越平淡，反差越小，而看似不清晰的

画面中细小的变化却特别能吸引观看者的目光。

因此，拍摄这样的场景要严格控制曝光，切忌过

度，否则，细微的层次就会被湮灭在全白的画面

中了。

在摄影创作中要得到理想的透视效果，除了

利用拍摄场景的自然因素外，还要重视镜头成像

的透视规律。在变焦距镜头普遍使用的今天，通

过选择不同的焦距和拍摄距离来调节影像放大

率，也是改变透视效果的方法。镜头的透视规律

告诉我们，当使用不同焦距的镜头，通过改变拍摄

距离得到相同主体大小的影像时，画面的透视效

果是不同的［４］，在焦距短的镜头拍摄的画面上，

主体与前景、背景之间的距离显得远，而焦距长的

镜头则有压缩空间的效果。

２．３　表现质感的能力
质感又被称为“质地”或“肌理”，是指各种物

体表面的纹理、构造组织的不同属性，以及它通过

人们的感觉器官所产生的经验性感受。人们在观

看照片时不可能亲自接触到被拍摄的物体，只能

根据从日常生活中对一些物质表面特点的认识来

判断物体的质感，所以，只有抓住了物体质地特点

的照片才可能生动、鲜活。

利用光线强化物体表面特点，是摄影表现质

感的主要方法［５］。不同质地的材料在不同性质

光线下给人的视觉感受是不同的，拍摄时，摄影者

要运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这种物体固有认识的光

源，将物体的特点进行刻画，这样的照片才能给观

看者以真实感。

对于表面反光率很高的物体，如镜子、玻璃、

金银制品等，当光线照射到其表面的时候，除了很

小一部分被吸收外，绝大部分被反射，而且反射光

的方向性很强，使得物体表面各部分的亮度变化

很大。物体上最亮的部分看不到细节，次亮的部

分略有层次是这类物体的特点，所以，这类物体适

合在有一定方向性但比较柔和的光线环境下拍

摄，并且要针对次亮部分曝光，把表面些许的细节

记录下来。同时，物体的前方应尽可能空旷，并且

摄影者应选择恰当的角度，防止其他物体和摄影

者映入其中。另外，还要通过给镜头选配合适的

遮光罩或进行遮挡，避免因物体表面强烈的反光

射入镜头而使画面出现雾翳。

对于表面光滑，但有明显细节的物体，如丝

绸、哑光漆家具、人类的皮肤等，要在照片上表现

出用手触摸时的感觉，应在漫射的光线下拍摄，切

忌曝光过度，丢失细小的影纹。对于石材、木头、

棉麻织物等表面粗糙的物体，应在低角度直射的

侧光或逆光下拍摄，通过较大的反差和阴影强化

物体表面的凹凸不平，这样才能使照片上的影像

与观看者心理上的认识更接近。

２．４　突出主体的能力
把看到的都拍在一张照片中，结果使观看者

不知所云，这是很多初学摄影者的通病。一幅好

的照片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它是摄影者在照

片中所要表达的主要意图，包含着摄影者的认识、

理解和评价。而主体是摄影者进行拍摄时关注的

主要对象，它是一张照片所要表现的内容的主要

体现者，同时它更是一张照片画面结构的中心，是

摄影者的兴趣所在，是要着重突出的部分。只有

突出主体才能够明确表达出一张照片的主题，给

观赏者留下鲜明的印象，使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

摄影者的意图。

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物，或者一群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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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物。为了突出主体，摄影初学者要特别注意

以下两方面：第一，画面中要有明确的主体。置身

于某个场景中时，可能会有多个激发摄影者兴趣

的部分，但由于一张照片的表现能力有限，不可能

面面俱到。因此，在取景构图时要分清主次，一般

只选择其中某个感兴趣的部分作为主体，尽可能

排除与主体无关、可能分散观看者注意力的内容，

使画面简洁。第二，站在观看者的角度选择拍摄

点，使观看者与摄影者关注相同的内容。人们观

看照片是有一定的视觉规律的，要让观看者通过

照片理解摄影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摄影者应站

在观看者的角度，以符合人们视觉习惯的形式安

排主体在画面中的位置，只有这样，主体才能被观

看者关注，否则，照片只能让摄影者孤芳自赏。人

们在观看照片时，对画面的中心、黄金分割线及其

四个交叉点等部位关注度较高；处于画面中较亮

处的物体对视觉的刺激较强烈；被有明显的线条

框起来的区域容易引起注意；与背景或周围环境

存在较大的明暗对比、虚实对比、色彩对比、大小

对比的部分容易凸显出来；观看者的视线容易随

线条状景物移动……。因此，在摄影教学中，要引

导学生利用这些有利于突出主体的因素。

３　结语
在相机自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摄影几乎没

有入门“门槛”的今天，人人都是摄影师。不少学

生在进入摄影课堂前就能熟练地运用摄影器材，

而且拍摄过大量照片，因此，摄影教学应顺应形势

的变化，不应该沿用针对传统胶片摄影的教学形

式，还应把教学的重心放在理论的讲授和操作方

法的传授上，应该注重让学生学会通过摄影语言

表达创意。加强摄影视觉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

用摄影镜头表达所见、所想的能力，是创作高质量

摄影作品的基础。

把提高学生的摄影视觉水平作为教学的出发

点，强化学生摄影视觉的意识，可以很好地调动学

生学习的激情，使学习更主动。由于学习的针对

性更强，学生在进行两种“视觉”的转换中，理论

知识的重要性自然就显现出来了。他们不再像以

前那些学生一样抵触专业术语和规律方法，在运

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这些晦涩的知识变得

鲜活了，他们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了。同时，在

进行两种“视觉”的转换中，学生知道了自己能做

什么、该怎么做，创作思路得到了开拓，有内容、有

思想、表现形式新颖的作品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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