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光影的世界，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角色之

间的联系都需要镜头间的传递进行展现。镜头如

同双眸，成功的镜头设计更会以动感饱满的情绪推

进剧情的发展。在高职院校《动画分镜头设计》这

门课程中更多的是让学生进行故事情节的画面分

镜表现，大多只关注剧情画面的展现，却忽略镜头

画面的生动感。因此镜头感设计如何能够更好运

用于画面分镜教学中则需要我们深入探究，以促进

教学效果及作品的全面提升。鉴于学生对镜头知

识的缺乏，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

1 教学问题的产生
1.1 学生只关注画面场景、道具、角色的设计

《动画分镜头设计》这门课程在我系的教学中

是安排在大一下学期进行。对于刚入学半年的学

生来说他们对动画相关知识了解甚少，因此，很多

学生会片面理解为只需将一个完整的文字故事转

换为画面语言，所以会着力研究空间三维透视关系

是否准确，道具设计是否合理。尤其用于角色设计

的工作时间竟高达80%，因此，课程结束时，学生的

作业仅仅只是基本完成绘画部分的表现。

1.2 缺乏生动的镜头画面感

如果按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制作出来的场景

便是没有镜头关联的僵硬画面，应有的情感变化无

法表达，动画制作变成了简单程序式的画面堆砌，

生硬而又缺乏镜头的转换衔接，长此以往必将极大

影响教学品质的提升。这些问题都源自于对镜头

感设计知识的缺乏。

2 镜头感设计知识点在教学中的运用
富含丰富信息点、角度独特、表达准确的镜头

是构成影片的基石；因此，镜头感设计在教学中已

经成为需要着力讲解的重要内容。

2.1 镜头感的体现

镜头感需要通过物理的镜头反映出我们内心

对于影片的真实感受。在场景基础上把所想变为

所看。场面之所以气势恢弘，是因为眼前的视角被

尽可能的放大；当故事强调某一点时，镜头便会聚

焦画面的局部，因此视线顿时缩小了观察的范围。

我们自身距离、高度的变化并不是造成视觉感反差

的直接原因，关键点是源自镜头的拉伸。这种视觉

与对象物体间的距离感就称之为景别。场景的景

别主要受摄影机与物体间实际距离以及镜头焦距

长短两因素的影响。正是这种距离变化使观众在

欣赏影片时促使自身的心理和生理产生出强烈的

碰撞。

2.2 景别分类在影片中的运用展现

转换的景别直接影响场景氛围的巨大反差，从

而提升关注度的情感变化。让我们以影片《阿凡

达》为例，详细分解多重景别交替运用的奇幻变

化。影片开头庞大壮阔的活动场面是大全景所独

有的魅力。此时，在镜头的世界里，角色变得非常

渺小，场景充斥整个画面，整体感表露无疑。影片

《阿凡达》在开场时为了展现云雾缭绕下茂密山林

而采用了快速运动的大全景展示。由此使观众对

这个奇幻星球萌发了无尽的探知欲。全景较之大

全景的表现更为具体，观众可以更清晰的了解场景

与角色的关联。当走进纳维人的世界时，观众们需

要仔细观赏这个潘多拉的魔幻星球，因此全景镜头

能更好呈现出纳维人的奇特相貌。

展现角色与环境之间或是角色之间关系变化

的关键镜头称为中景，是影片中经常使用的镜头方

式。《阿凡达》中的女科学家在研究星球植物并进行

扫描时，大多采用中景镜头带领观众详细品味场景

中繁茂的古树和众多奇异生物。观众能够通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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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镜头欣赏局部细节，尤其是角色的面部表情动

态，此时周围的场景会被弱化，宏观展现进入了微

观表达阶段。例如在树上潜伏着的女纳维人，镜头

推向其头部动态，清晰展现表情变化，进而窥探出

她内心的情感起伏。因此，在教学中，应采用将多

种景别融汇到场景角色的绘制中，将景别蕴含的不

同情感通过分镜头绘制表达给观众，而并非仅仅是

绘画的技能展现。

2.3 多角度结合的运动镜头

多重视角融合画面所产生的视觉变化会使镜

头充满运动的激情。动画短片中运动镜头的表现

常使角色处于静止，而背景则呈现出位移状态，这

是相对运动造成的观赏视角运动效果。观众会伴

随着场景画面位移速度的快慢及与角色之间距离

的远近去感受运动节奏的变化。例如绘制降落的

镜头不仅需要准确展现角色降落的体态，更要注意

在降落时角色毛发会随速度下降而呈现反方向直

立飘动的状态，以及角色服装抖动的效果；而背景

则随着重力加速度迅速下移，下移时的风速也会带

动周围树叶产生上下摆动的运动效果。因此我们

需要指导学生将运动镜头概念运用到分镜的每一

环节，表现出真实的画面效果。

移动镜头能较好的体现流畅性，在故事发展中

较多运用。平视角度在移动镜头可以使画面感较

为平稳，例如《超人特工队》中超人开车、办公室对

话的场景均使用平视角度拍摄。如同我们与角色

处于同一环境中，因此在表现稳定的状态及对话情

节中会经常运用。

将主观视角与移动镜头结合如同将摄像机与

物体绑定，使观众能够进入逼真的角色世界。很多

场景中角色对着镜头说话，使我们感到自身就是听

其说话的对象，身临其境融入影片之中。《爱丽丝梦

游仙境》中爱丽丝追赶一只兔子进入奇幻世界，兔

子回头看的虽然是爱丽丝，但此时观众与爱丽丝的

视线形成主观一致，如同在看着观众。因此，镜头

感更加真实可信。

通常故事的开头与结束往往采用升降镜头展

现宏大场面，表达感情基调。其中上升镜头的仰视

角度多为了突显正面角色的伟大、崇高而造成强烈

的压迫感；《超人特工队》中则广泛采用仰视的镜头

角度突显超人壮硕的身形比例与强大的人格魅力。

而俯视角度则通过下降镜头进行表现。他可

以引领观众自然向下观望，形成空间、远近景物强

烈的透视纵深感，多用于表现低沉、压抑的气氛。

影片《小马王》中为了展现万马狂奔的恢弘场面，镜

头俯视角度慢慢由上自下逐步推进，使观众似乎感

到耳边掠过群马飞奔的呼啸声。

由远至近、相互转换间推拉镜头的运动方式主

要表现画面中视野缩小或放大，前进或后退的拉伸

效果。进而了解局部与整体的场景及角色与环境

的关系变化。

上下、左右以及旋转的镜头表现方式，如同模

拟人类眼部视觉运动，摇镜头的动态感便使这种流

畅更为自然。其中甩动镜头是一种快速的运动方

式，由景物A闪动至景物B，起伏变化丰富了镜头表

现力，画面效果因快速运动而产生模糊的镜头质

感，使观众顿时感到晕眩。旋转镜头往往表现物体

以一定轴向做360度的旋转运动，通常用于展现童

年时光的欢快氛围；尤其当旋转木马之类的场景道

具出现时，此镜头当推首选。但是学生在绘制场景

时往往忽略快速运动状况下，角色视线中周围的景

物会变得非常模糊，因此要把角色视线能够观察到

景物的清晰与模糊感明确区分出来。

3 镜头感设计教学的情境体验方式
下面我将通过实验论证：情境体验方式是否能

够使镜头感设计较好的运用到分镜头绘制的教学

中来。以我院艺术设计系12级多媒体班学生为实

验对象，我系专业教室为试验场。首先在实际教学

中为学生设计出仿真度较高的工作场景。

3.1 明确剧本设定，充分利用教学时间

在实际教学中我发现对于高职的学生来说制

定较为合理的剧本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查阅资料，创作编写。最终留给分镜头绘制的时

间少之又少，根本完成不了教学要求。因此，本次

12级多媒体班动画分镜头5周课程，我省去大量剧

本创作时间，将经典的动画影片《功夫熊猫》根据剧

情分为12个片段，班级24人，2人一组。这样做是

为了杜绝学生之间的相互抄袭。而剧情中的角色、

场景则需要学生摆脱原始设计，发挥想象重新设

定。此时，教室就是工作室，学生就是工作人员，授

课教师好比执行总监，从前期剧本到角色、场景的

设计完成仅需一周时间，这样就可以让学生从繁杂

的编剧工作中脱离出来。很多学生在熊猫阿宝设

计的基础之上发挥想象，全力投入到镜头画面的创

意设计工作中。

3.2 分镜环节时时监控，工作环节完美收官

根据传统教学思路新课会在第一周进行理论

讲授，第二周则忙于角色、场景设计，当第三周进行

分镜绘制时，很多知识点学生已经遗忘，此时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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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师重复讲授，事倍功半。因此，根据遗忘曲线

规律，我在第二周进行镜头感设计相关理论的讲

授，进而顺利进入第三周的分镜绘制中，这样能够

将理论与实际运用紧密无缝对接，获得实效。

在第三周进行分镜设计过程中，90%的学生能

快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绘制分镜的实际工作

中来，教师此时可以专心提升监管力度；出现的问

题我会第一时间提出，要求其修改。有工作懈怠、达

不到要求的情况我会及时记录并与课程最终成绩结

合；如果有学生工作表现不符合要求，就要对其提出

重修警告。这样要求并非苛刻，因为我们专业的学

生毕业后80%都会进入各类设计公司，如果在学校

中没有让他们适应这一工作机制，那么走上工作岗

位后他们会因无法适应而面临职场危机。因此，我

们应该对学校教学中某些松懈的环境状态进行即时

调整，使其更能适应社会职场的真实现状。

3.3 工作任务按时完成，评判标准明确清晰

教学的最后一周会进入评分阶段。以往教师

独自评分会使师生之间缺少应有的沟通交流，很多

学生并不理解分数之间等级差距的原因在哪。本

次实验教学我安排学生提前将自己的作业装裱在

KT板上，课程最后一天在班级进行展览式的公开评

比；并邀请三位相关专业教师同时作为评委进行现

场打分。很多老师反映学生们的作品较以往有很

大的提升。最后再将《功夫熊猫》、《花木兰》、《狮子

王》这些精彩的分镜头绘本拿来与学生作品进行现

场比较分析。此时，学生们在工作室畅所欲言，不

仅找到了自身差距，更加提升工作能力。

最终，通过情境体验方式的实验教学，学生们

更为清晰准确的理解镜头感设计在分镜绘制中的

真正价值。镜头感设计是分镜绘制的灵魂体现，认

真领悟才能真正把握教学的精髓，只有使学生主动

将镜头感设计更为合理的运用到分镜绘制中，教学

品质最终才能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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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ens Design Sense Experience Ways in Animation Storyboard Teaching

ZHENG 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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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ns sense design is an vital link in animation storyboard, in order to make the picture more visual

impact, a variety of lens effects need to be reasonable integrated in storyboard design. This article in detail explains

how to utilize a shot in the picture storyboard teaching, with scene experience to let students learn easier, and

roundly improve the verisimilitude of visual effects i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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