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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闻、 专题还是各类实况晚会拍摄方式是有所

不相同的， 但是基本规则是一样的。 如构图、 色彩、
光圈的运用是一样的。 无论是哪一类的拍摄在每次拍摄之

前， 我们都要首先对现场的环境有所了解， 对摄像机进行

校白， 要看看摄象机取景器中被拍摄对象画面构图是否满

意， 尤 其 是 要 以 背 景 与 表 演 区 的 高 低 来 决 定 三 脚 架 的 高

低， 方可进行拍摄。
那么， 下面就具体谈谈实况晚会的录制要求。
一、 忌背景杂乱无章

杂乱的背景画面能够使电视观众的注意力分散， 弱化

了被拍摄对象的主体地位。 那么在拍摄之前就应该尽量地

清除能够出现在摄像机画面中多余的物体， 避免不相干的

物体出现在画面上， 以致降低了画面的完美性。
二、 白平衡性要良好

在 多 机 位 拍 摄 晚 会 的 时 候， 各 机 位 的 颜 色 要 保 持 一

致， 不能出现各种颜色的画面， 这样就对摄像机的白平衡

性要求很高，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没有 CCU 的情况

下， 最好是所有的摄像机都是一个品牌， 一种机型， 生产

的日期也最好是相近， 这样才能保持准确白平衡一致， 确

保画面的色彩是一致的。
三、 光圈亮度的一致性

我们在录制晚会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灯光师把灯光打得

非常符合现场舞台的效果， 大红大绿或烟雾太多等， 这样

非常不利于电视节目的录制与播出。 因为这样录制出来的

电视画面效果并不好看， 有的时候甚至看不清楚舞台上演

员的姿态。 这就不能确保所有摄像机光圈数值的一致性，
因为摄像机的位置是不同的， 反射的光线也不同， 所以就

会出现摄像机有的光圈大、 有的光圈小的问题， 切换出来

的画面一会儿亮， 一会儿暗。 在没有 CCU 情况下， 导演

要随时通过现场通话设备来通知摄像员进行光圈大小的调

整， 以确保所有的摄像机在亮度不限幅的情况下， 光圈亮

度保持一致性， 这样切换出来的画面才具有连贯性。
四、 摄像构图

1.要尽量保持摄像机处于水平状态， 即在寻像器中看

到的景物横平竖直。 这样拍摄出来的画面才能始终保持水

平， 如果没有水平仪可以使用的话也可以用摄像机寻像器

的中心位置对准建筑物或其他垂直的线条为依据来调整水

平， 从而确保画面正平的状态。
2.在拍摄理论上常讲 “三分之一” 的构图原则， 就是

要把所拍摄的人物放在处于画面的三分之一处， 而不是放

在画面的中央位置， 这样所拍摄出来的画面感比较适合人

们的审美习惯， 更有美感。 一幅完美的画面被两根垂直线

和两根水平方向的线共分成九份 （俗称九宫格）， 其中垂

直线与水平线交会的四个点就是画面中最能讨好观众视觉

的部分， 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主体最重要的部分和中心。
五、 拍摄人物构图

1.当被拍摄对象向前看的方向或者是他行走的方向不

与 画 面 垂 直 时， 被 拍 摄 对 象 的 前 面 就 要 留 下 空 间， 即 为

“前 视 空 间”， 那 么 被 拍 摄 对 象 后 面 的 空 间 即 为 “多 余 空

间”。 应该将 “多余空间” 减少到最低程度， 以免造成画

面人物构图不平衡。
2.在拍摄人物时不要把头部上方的空间留大， 否则也

会造成构图不平衡， 缺乏美感， 造成垂直构图不平衡。 应

该把人物的眼睛的位置保持在画面的三分之一的高度。
3.拍摄时要注意拍摄对象的画面结构， 千万不要去犯

比较低级的构图错误。 比如一个木头杆、 电线杆或者是旗

杆等出现在被拍摄对象的头顶上， 某一个横向线条出现在

被拍摄对象的脖子上。 两个人主持或两个人在交谈时， 那

么这俩人的画面中间就不能出现垂直线条， 容易给人感觉

像俩人中间隔着一堵墙在交谈。
4.新手在拍摄时不要频繁移动镜头， 最好是多用固定

镜头。 因为固定镜头的画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画框不动， 画

面外部运动消失 （与运动镜头画面相比摄像机没有推拉摇

移变焦等动作）。 固定镜头画面的景别、 拍摄角度、 透视

关系等基本不变， 画面中景物范围大小始终不变。 固定镜

头画面视点稳定， 合乎观众的欣赏习惯， 只有这样才能够

把主角丰富的表情更好地表现出来。
5.拍摄时要注意不要死搬硬套， 教条主义。 要活学活

用、 顺势而为， 既不要违反规则， 还要有自己独立、 独特

的创新意识。 切不可盲目听从书本来的陈规旧律， 那样的

话拍出来的画面就会呆板没有生趣， 失去画面的美感。
六、 构图的一些要点

（1） 让画面有运动感。 运用多方向多视点多景别多角

度多样式的构图处理， 充分发挥画面时空多变的特性。
（2） 主体的位置安排， 如居中、 靠边、 斜向等画面表

达手法。
（3） 背景应当虚实结合。 背景实则有纵深感， 虚则使

信息量增大， 空间具有不确定性， 并且主体突出。 一般而

言应力求突出主体， 不能喧宾夺主， 背景应力求简洁。
（4） 前景： 指主体前靠近镜头的景物或者人物。 前景

一尺， 后景一丈。
（5） 拍 摄 画 面 的 表 现 手 法 有 远 景、 全 景、 中 景、 近

景、 特写等， 如果以远景或者全景拍摄时， 那么被拍摄对

象的全身都会出现在画面里。 如果以中景、 近景、 特写等

手法来拍摄时， 那么就要把被拍摄对象的身体在画面里面

从下往上裁掉一部分。 但是要注意不要把人的膝盖、 腰部

和颈部作为裁身点， 因为这三点裁出来的画面会让人看着

很不舒服。 最好的裁身点应在膝盖上方一点为中景， 腰部

下面一点为近景， 掖下为特写， 下巴到脑门的脸部为大特

写。
电视画面摄像是有规则的， 但更是无规则的， 摄像是

一种艺术的创作， 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就要有规则， 所谓的

构图规则只是摄像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 但是并不能代表

一切。 如突发事件的拍摄就可以打破这些规则。 就像是画

画一样， 好的作品来源于规则， 脱离于规则， 高于规则才

是最有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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