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881 动画编导基础教程重点笔记 

1.现代动画的状况：多样化，大众化，互动化，专业化。 

2.动画多样化的应用领域：展览，博览会，科研课题，大型

建筑项目，电子游戏，电子读物 。 

3.动画实现大众化的技术支撑:网络动画软件 flash 的出现和

无线上网，智能手机网络电视等技术是动画实现大众化的技

术支撑。 

4.动画互动化的发展：交换式课件，电子读物的动画/半动画，

单机游戏，网络游戏。 

5.专业化的特点：传统影视动画片侧重于表现故事情节、角

色的情感，因而人物的造型、表情，动作，镜头的组接是重

点。建筑动画漫游则侧重于表现建筑造型，室内外环境，因

而空间，结构，材质的表达是重点。游戏软件的设计中的原

画与动画片的原画不相同，其人物设定，贴图，渲染也有不

同的要求。 

6.现代动画人所需的基本素质：人文素养，艺术修养，技术

技能。 

7.现代动画人所需要的技能要求：掌握动画的基本理论，了

解编剧，导演，摄制，剪辑等方面的知识。 

8.动画创作常用的软件大致分为四大类：主要包括绘图软件、

二维动画软件、三维电脑动画软件，后期剪辑合成软件。在



这个数字时代，数码技术的掌握显得很重要。 

9.文学剧本的含义：影视编剧用文字表述和描绘未来影片内

容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 

产生过程：电影早期没有剧本，或剧本开始只是些简短的故

事提纲，当电影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型艺术后，便不可能

再在摄像机前临时设计各种新颖、细致的视觉效果，而要事

先做出周密的计划，这样剧本就产生了。 

20 世纪 20 年代，电影文学剧本的概念才产生，巴拉兹的《电

影美学》《》 

我国第一部正式意义上的文学剧本是 1925 年洪深在《东方

杂志》上发表的《申屠氏》 

10.影视艺术对编剧的要求 

①会写，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能够用文字充分而又明确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 

②会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要善于把握具有戏剧性的东西。 

③会讲，善于讲述故事，懂得如何将一个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而又层次分明，脉络清晰。 

④善于利用画面传达思想，应该具有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和感

受能力，具备高度发达的视觉感，应该善于从影视的角度去

看待人和事，把握其中戏剧性的内涵。 

11.动画文学剧本的特征：充分的幻想空间，简洁流畅的故事

设计，通熟易懂的叙述风格 。 



12.类型：原创剧本 ； 改编剧本 

13.原创剧本：对于动画编剧来说，善于从生活和生命感受中

体会，提炼具有剧作元素的内容，并将其以动画的形式呈现

出来，这就是原创精神的内在要求。海底总动员，小鸡快跑，

怪物公司，冰河世纪，千与千寻。 

改编剧本：改编剧本即编剧对其他文艺作品或传说故事等的

相关内容进行改写加工而成的剧本，如动画片《哪吒闹海》

就是由古典小说《封神演义》改编而来的，《埃及王子》改

编自《圣经》里的故事。改编的原著本身一般都是已被读者

认可并广受欢迎的作品，他们在人物或故事等方面已经具备

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此加以改编可以降低作品的市场风

险。 

14. 动画片剧作结构的概念、一般原则、形式： 

所谓剧作结构，就是指基本内部结构的组织构造，也就是将

素材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框架或布局。 

剧作结构的一般原则： 

（1）必须符合客观主题需要，即形式上要服务于内容。 

（2）必须服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即结构安排要有利于

人物形象塑造。 

（3）要能使剧情合理有效地进行 

（4）必须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  

剧作的形式：单线结构（故事一条线索，顺序进行），平行



结构（两条线索，平行推进相互呼应），网状结构（三条或

三条以上线索，彼此纠缠交织推进剧情发展。 

单线结构：白雪公主，花木兰 

平行结构：海底总动员  

15.戏剧性叙述方式：故事结构在严格意义上遵循传统戏剧冲

突（故事设置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尾进行，讲求叙事

的起承转合），另外还有体现出动画片特有的规律性：动作

刻画讲求生动有趣，剧情设计讲求紧张感和冲击力。可以说

煽情，惊险，奇迹，有因有果，人物性格典型化是戏剧性动

画片叙述的主要特点。（大闹天宫）。 

写实性叙述：尊重事情原本，在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上追求接

近或更加符合自然运动的规律。（三个和尚） 

抽象性叙述：强调视觉艺术的动态性，通过运动的形式感来

表现抽象的含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浓缩性。（跳动的音

符） 

16.情节和含义： 

（1）情节是人物一系列的行动 

（2）情节是互相联系的事件 

（3）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 

因此 ，情节是由一系列能够展示人物之间关系的事件构成

的，事件的各种可能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 

17.动画片剧作情节的组成： 



序幕：剧情开始的前一场戏。（冰河世纪） 

开端：剧作中主要事件的起始，主要人物和主要矛盾的显露 

发展：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逐步叠加激化。 

高潮：矛盾冲突发展到了最激烈最尖锐的阶段，不得不去面

对和解决。 

结局：矛盾或悬念最终解决。 

尾声：不是所有的剧作都有尾声，尾声一般用来补充交代，

预示剧情未来，暗示主要人物命运走向，照应开头等。 

18.动画片剧情情节构思： 

（1）情节构成要新奇，奇特新颖是动画情节构思的首要考

虑问题。 

（2）处理好情节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做到“出乎意料之外，

合乎情理之中”。例如：动画片（小鸡快跑） 

（3）运用悬念引人入胜，悬念是观众对人物命运和故事情

节的一种期待心理。 

我国古代的传奇、杂剧、话本小说等都以新奇著称，清代戏

剧理论家李渔曾说过，所谓“无奇不传”也是指这个意思。

花木兰。 

19.人物是剧作的核心。 

人物形象设计的首要依据是人物性格。 

想象力是动画片创作最核心的内容。 

20.动画人物的特征：（1）简单明了（2）充满童趣 



21.动画人物塑造的技巧： 

（1）为类型化人物加入时代特征。梁山伯与祝英台 

（2）为人物设计习惯语言和动作。 

（3）人物形象设计要富有想象力。怪物公司的反面角色蓝

道的形象，百变狸猫的狸猫，冰河世纪中的松鼠。 

22.导演的概念：影片制作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将剧本

以影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总负责人。 

23.导演的地位：影视是一种需要多个艺术门类的人员协同创

作的艺术作品，导演在影视创作中处于首要的核心地位。即

使其他人有不同的创作观点，也只能在导演的艺术思路的统

领下协调考虑。 

24.影片导演的职位的构成：导演的职位一般包括：总导演，

副导演，导演助理，摄影导演，美术导演。 

特伟，“牧笛，小蝌蚪找妈妈” 

王树枕，“哪吒闹海，过山猴” 

严定宪，“金猴降妖” 

钱运达，“金色的海螺，草原英雄小姐妹” 

曲建方，“阿凡提” 

常光希，“宝莲灯” 

张松林，“没头脑和不高兴” 

胡进庆，“葫芦兄弟，鹬蚌相争，淘气的金丝猴” 



25.动画片导演与一般导演的区别：动画导演除了需要有一般

的影视导演的必须具备的能力（如艺术灵性，对生活的敏锐

观察与发现能力，超常的感悟能力以及良好的组织协调能

力）外，还要具有出众的想象力和未泯的童心。 

26.动画片导演的工作特点：全局性，协调性，灵性（艺术感

觉），韧性。 

27.动画片导演的工作流程： 

筹备阶段：研究剧本，撰写导演阐述，确定角色，选景，分

镜头剧本创作。 

拍摄阶段：全面负责各个程序流程的工作，对各个环节进行

具体的指导。 

后期阶段：指导画面剪辑、录音、音画合成。 

28.导演阐述：动画片导演根据文学剧作的内容，用书面文字

阐明影片主题思想、人物性格、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构思和设

想，并提出对各创作部门的要求，以保证整个影片思想和艺

术的统一。 

导演阐述作用：是导演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导演对于未来影

片最核心的把握和描述，是导演创作思路依据，导演阐述往

往能够体现出导演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  

29.动画片文字分镜头脚本：是动画片导演把文学剧本分切成

一系列可供拍摄的镜头的一种文字剧本。内容包括：每个镜



头的编号，标明长度，写出各个镜头画面的内容、台词、音

响效果、音乐及拍摄要求。 

30.动画片画面分镜头脚本（故事版）：是导演主要以画面加

少量文字示意的分镜头剧本。画面内容包括环境背景、人物

活动氛围、起止位置和拍摄镜头处理等项内容，并对每个画

面注明人物感情、动作、台词、音乐及效果等要求。 

（画面分镜头脚本是。。。等部门的工作蓝本。 

拍摄顺序往往不是按剧情的时间或逻辑思维先后进行，而多

按场景进行，一个场景发生的情节一次性拍完，所以在分镜

头脚本中场景必须标注分明。） 

31.分镜头脚本制作的一般程序： 

（1）深入理解文学剧本， 

（2）考虑改编方案， 

（3）设计具体操作方式， 

（4）精心撰写分镜头剧本。 

32.分镜头脚本的特征：（1）可操作性强，（2）场景明确，

（3）境位清晰，（4）转接自然，（5）叙述简洁。 

33..蒙太奇的含义： 

（1）作为电影反映现实的艺术方法的一种独特的形象思维

方式，即蒙太奇思维、蒙太奇原理。 

（2）作为影视的基本结构手段、叙述方式，包括镜头和分

镜头、场面、段落安排与组合的全部艺术技巧。 



（3）作为影视剪辑的具体技巧和方法。  

34.蒙太奇的功能： 

（1）蒙太奇是有着心理学原理， 

（2）选取那些能表现事物实质的有意义的素材，去掉那些

带有过程性的无意义的素材。 

（4）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意义远远大于镜头之间内容的简单

连接。 

35.蒙太奇的类型：叙事蒙太奇、表现蒙太奇 

叙事蒙太奇：通过一组或多组按照时间或逻辑顺序组接的镜

头来叙述剧情，展示一系列事件，又分为：连续蒙太奇，颠

倒蒙太奇，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 

表现蒙太奇：也称队列蒙太奇，它不以事件发展顺序、时间

或逻辑为依据来组接镜头，而是通过不同内容的镜头队列来

暗示、比喻，表达原来镜头不曾有的新含义，一种比人们所

看到的表面现象更深刻、更深刻富有哲理的东西。（卓别林

电影“摩登时代”） 

36. 叙事蒙太奇：连续蒙太奇、颠倒蒙太奇、平行蒙太奇、

交叉蒙太奇。  

37. 平行蒙太奇：将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连接

起来，并进行叙述蒙太奇的形式。 

交叉蒙太奇：将不同地点、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两个或多个情

节线索连接起来交替表现的形式。 



 ： 电影《党同伐异》《爱情麻辣烫》 

交叉： 最早来自于美国电影大师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

生》，国产电影《铁道游击队》 

38.、影视摄影师具备的能力:  

   一是熟练掌握电影摄影技术；二是要有形象思维、文化

和艺术修养。 

39. 摄影构图的概念:构图就是运用摄影镜头的成型特性和

摄影造型手段构建揭示一定意义和内容的画面 。 

40. 摄影构图的原则:一是突出主体，展现主题思想；二是

从主题出发，处理好主体、陪体和环境的关系。（即通过取

景使照片的画面更能表达其思想内容和摄影者的意图，并说

明问题，吸引和感染观众）。  

41. 摄影构图的要求：简洁、完整、生动、稳定 

简洁：与主题无关的东西尽可能排除在画面之外。 

完整：指被摄对象必须在画面中给人以相对完整的视觉印

象。 

生动：指要抓住最能反映被摄对象的性格特征、表情、动作

的瞬间姿态；拍摄某一事件必须抓住事件发展的高潮，要注

意其典型性；要把景物拍得富有立体感、空间感和质感，要

有现场气氛。 

稳定：画面景物要给观众以均衡的感觉，不会让人感到一头

重、一头轻。 



c

型，s 型，等。 

43. 主体的位置：主体一般位于井字线的交叉点，用“九

宫格”把画面用“井”字分割，四条分割线的四个交叉点被

认为是最佳视点，尤其是右侧的两个交叉点被认为是视觉重

点位置，因此，主体的位置处于该部位时最能吸引观众的视

线。 

44. 突出主体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体。 

45. 突出主体的方法：①运用对比突出主体。②运用前景

突出主体③运用背景突出主体。  

46. 突出主体的前景处理主要以以下几个方面？ 

①选择具有季节特征、地方特征的景物作为前景。 

②选择框架式前景 

③选择具有对比、比喻和比拟效果的景物作为前景。 

④不同场合，前景的作用不相同。 

突出主体的背景处理方法主要有： 

①用简洁的背景突出主体 

②加大背景与主体在影调上的对比突出主体 

③用含有特定内涵的背景突出主体。 

47. 位置的匹配：从一个镜头切换到另外一个镜头时，一

般情况下场景中的中心人物如果没有走动，则应在画面中保

持相同的方位。 



在表现一个演员的连贯动作的两个衔接

镜头中，动作方向要一致，否则观众就会混淆运动方向。  

49. 视线的匹配：当两演员对视时，他们的视线呈对立方

向，如果再接两个镜头分别表现，他们的视线仍然必须呈相

对的方向。当两个演员朝同一个方向看时，他们就不是相互

对视，而是一同在看另一物体。 

50. 三角形原理：关系线是两个对话人物头部之间的直线。

在关系线的一侧可以有三个顶端位置，构成一个底边与关系

线平行的三角形。在关系线的两侧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摄像机

位置布局，在拍摄的时候，可以使用任何一侧，但不能混用，

这就是三角形原理。 

51. 三角形原理的五种基本变化：外反拍角度，内反拍角

度，平行位置，共同视轴（压轴角度），肩并肩位置。（外

反拍是面对面谈话中最简单、最常用的典型处理方式。前三

个一个三角形内包括七个摄影机视点。） 

52. 划分景别主要把握以下两点： 

①景别划分所指的对象是被摄主体。 

②景别划分的通常做法是：以画格中截取人物身体部分的多

少为划分景别的标准。 

景别包括：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 

53.远景作用：介绍环境，表现广阔场面；抒发情感，渲染气

氛。注意事项：时间因素、天气因素、机位及光线因素。 



全景是拍摄每一场景的主要镜头，它决定了场景

中的相互关系并决定了这一场景中所有的分切镜头的光线、

影调、色调，以及被摄对象的方向和位置。

注意事项：在场景中，全景无论最后剪辑的时候是接在前面

还是接在后面，实拍的时候，都应该先拍。 

中景作用：最适合观众的视觉距离，是影视作品中最常用的

镜头，观众既能看到主体的上半身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又

能看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注意事项：在一部影片中，中景占的比例较大，这就要求构

图要优美，要注意被摄主体和镜头角度富有变化，要响应全

景，要注意轴线。 

近景作用：介绍人物、展示人物面部表情常用的镜头，观众

能看清人物脸部细微的动作，有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 

注意事项：因为被摄主体只有一个，对被拍摄的主体的动作

范围要留有空间，画面简洁，色调统一。 

特写作用：特写多用于刻画人物细微的表情、动作、展示令

人不易察觉的心理活动和形体动作。 

注意事项：特写镜头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因此不宜滥用，镜

头对焦要准，可作片段的转场手段。 

54.角度垂直变化：平视、仰视和俯视 



）平视：是指成年人的视力水平线，有些影片为了达到

特殊的艺术效果，采用压低平视，变成儿童甚至是动物的视

力水平线的平视。 

（2）仰视和俯视 

①代表剧中人物的主观视线 

②表达剧中人物的心理感受 

③表达作者或剧中人物对人及事物的主观评价。 

仰视：崇高、庄严、肯定、优势 

俯视：不满、蔑视、否定或劣势 

55. 水平变化：正面、侧面、背面 

（1）正面 

①被摄对象显得庄重、正规 

②易于准确、客观、全面地表现人物的本来面貌 

③用正面角度从正常视点拍摄时，画面缺少透视变化。 

（2）侧面 

①使被摄对象显得活泼自然 

②是影片中使用最多的角度，可造成较好的立体感的透视效

果 。 

（3）背面 

①不利于介绍被摄对象，在影片中出现较少 

②使被摄对象显得含蓄、丰富。 

56. 不同线条给人的感受可以概括为： 



线条强，细线条弱；曲线条柔，直线条刚；浓线条重，淡

线条轻；实线条静，虚线条动。竖线条能给人以坚实、庄严、

高耸之感；横线条能给人以平稳、舒张、宁静之感；斜线条

富有动势并有较强的视线引导作用；曲线条富有自然美、造

型力强，波浪式行进、螺旋式旋转、蛇形般蠕动的曲线增强

了画面的纵深感和动态感；汇聚线在画面上能强烈地表现出

画面的空间感。有规则的重复线条，无论是横直竖斜，只要

排列整齐，就能造成雄壮、行进、优美、欢快等节奏 。 

57. 质感：指被摄体表现结构的性质在照片上呈现的真实

感。 

58. 利用前景拉出画面空间： 

59. （1）使用前景要有明确的意图 

（2）前景不能出现在画面的主要位置，一般在画面的四周

为宜。 

（3）前景应与主体、陪体、背景等协调，不要破坏画面的

完整与统一。 

（4）运动物体不要作为前景，以免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 

（5）前景的色调不可突出，按照空气透视规律，前景应是

深色调。 

（6）调焦不应对在前景上，通常前景比背景在模糊程度上

要清晰一点。 



（7）常用的前景形式：框体（帘式、洞口、廊口、拱口等），

旁衬式（树叶、芦苇、花丛等） 

60.利用背景推出画面空间：对比、照应 

对比：指背景与主体在形状、影调、色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

异而形成的关系。 

照应：指表现手法和思想内容上，背景必须与主体有联系，

形成互相补充的呼吁关系。 

在以照应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画面中，画面空间的塑造要避免

两种倾向：一是把主体从环境中分离出来。二是背景与主体

同等处理，背景过于鲜明，冲淡了对主体的表现。 

61.利用不同透视规律推出画面空间：拍摄距离，拍摄方向，

拍摄高度，大气介质四个方法。 

62.拍摄距离：短焦距+近距离能增强透视感。长焦距+远距

离能削弱透视感。 

拍摄方向：立体形态的景物，从侧面拍摄，线条收缩明显，

空间感比正面拍摄强。 

拍摄高度：仰拍，天空面积大，前景会遮住中景和远景；俯

拍，地面面积大，前景、中景、远景都能表现得很清楚，层

次多，因此，俯拍比仰拍更能表现空间深度。 

大气介质的影响：近者轮廓清晰、反差强烈、色彩饱和度高。 

远者轮廓、反差、清晰度和色彩饱和度等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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