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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山东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影视学方向)招生考试试题 

 

笔试：文艺常识 

1.简述影视作品中画外音的类型及含义。 

2.就光源与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光位）来说，影视创作中的光线可以分成几种？请简

要说明各自的含义。 

3.简述慢镜头的含义及功能。 

 

笔试：讨论/辩论 

2012 年由灿星公司制作、在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好声音》赢得了广泛关注，这档以

“励志”“专业”为标签的音乐节目，直接购买国外成功电视节目《荷兰之声》的版权，对

其进行了中国式演绎。《中国好声音》严格按照既有的节目模式和流程遴选优秀歌手，播出

后获得了高关注度和高收视率，为中国电视音乐节目树立了新的高度你认为《中国好声音》

获得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还有什么不足？针对不足请提出建议和看法。 

 

笔试：命题创作 

以“展现普通劳动者的智慧和梦想”为栏目宗旨，策划一档电视节目，并写出导演阐述。 

 

笔试：影视作品分析 

观摩微电影《在镜子前的一生》两遍，写一篇影评，角度任选，题目自拟，字数不少于

1200 字。 

 

 

参考答案 

 

 

1.答案：画外音指影片中声音的画外运用，即不是由画面中的人或物体直接发出的声音

而是来自画面外的声音。旁白、独白、解说以及音响的画外运用是画外音的主要形式。 

（1）旁白一般分为客观性叙述与主观性自述两种，前者是影片创作者（或借助故事叙

述者）从客观角度对影片的背景、人物、事件直接进行议论或抒发感情，后者是影片中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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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般为影片主角）的自述，从主观角度追溯往事、叙述所忆所思或所见所闻。 

（2）独白是画面中人物的心理活动的语言表述，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段。 

（3）解说是介绍和解释画面内容、阐述影片创作者思想观点的表达方式。 

（4）音响的画外运用也是画外音的重要形式画外音摆脱了声音依附于画面视像的从属

地位，充分发挥声音的创造作用，打破镜头和画面景框的界限，把电影的表现力拓展到了镜

头和画面之外，不仅使观众能深入感受和理解画面形象的内在含义，而且能通过具体生动的

声音形象获得间接的视觉效果，强化了影片的视听结合功能。画外音和画面内的声音及视像

互相补充、互相衬托，还可产生各种蒙太奇效果。 

2.答案：按光位分，光线可分为顺光、侧光、逆光、顶光、脚光。 

（1）顺光是指光线投射方向跟摄影机拍摄方向一致的照明。顺光时，被摄体受到均匀

的照明，景物的阴影被自身遮挡，影调比较柔和，能隐没被摄体表面的凹凸及褶皱，但处理

不当会比较平淡。顺光照明不利于在画面中表现大气透视效果，表现空间立体效果也较差。

在色调对比和反差上也不如侧光侧逆光丰富。在进行光线处理时，往往把较暗的顺光用做副

光或者造型光。 

（2）侧光是指光线投射方向与拍摄方向成 90 度左右照明。受侧光照明的物体，有明

显的阴暗面和投影，对景物的立体形状和质感有较强的表现力。缺点是，往往形成一半明一

半暗的过于折中的影调和层次，在大场面的景色中往往形成不均衡。 

（3）逆光来自被摄体后面的光线照明，由于从背面照明，只能照亮被摄体的轮廓，因

而又称作轮廓光。逆光有正逆光、侧逆光、顶逆光三种形式。在逆光照明条件下，景物大部

分处在阴影之中，只有被照明的景物轮廓，使这一景物区别于另一种景物，因此层次分明，

能很好地表现大气透视效果，在拍摄全景和远景时，往往采用这种光线，使画面获得丰富的

层次。 

3.答案：摄影机正常拍摄是每秒钟 24 格画面。高于摄影机正常速度 24 格/秒所拍的镜

头叫慢镜头。慢镜头在影视中有以下功能：（1）表达人物强烈的情感。（2）强调关键动作（3）

赋予动作美感，创造意境。（4）创造缥缈虚幻的梦境世界。（5）创造抒情的慢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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