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短视频的拍摄方法
第4章

手机短视频创作
策划、拍摄、剪辑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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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别
由于拍摄工具与被摄主体的位置距离不同，

导致被摄主体在拍摄工具取景器中呈现的画面
的范围大小不一样，而这个画面范围就是景别。

在其他拍摄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当被摄主
体处于距离拍摄工具较远的位置时，所得到的
画面范围较大，而被摄主体的尺寸相对较小，
细节不显著，景别较大；而当被摄主体处于距
离拍摄工具较近的位置时，所得到的画面范围
较小，被摄主体的尺寸相对较大，景别较小。

4.1



景别的分类



大远景 以空间景物为拍摄对象，表现其范围和广度，是用于交代空间关系的功能性景别，
常用于短视频的片头或片尾。

大远景的景别空间范围最大，被摄主体不超过画框高度的  1 /4，仅是景物空间的
点缀，隐约可见。



远景 在远景的取景范围中，被摄主体的高度比大远景中的高度有所增加，但不超过画
框高度的  1/2，能够隐约辨其轮廓，但看不清细节。

与大远景侧重强调悠远辽阔的景物空间不同，远景更加强调空间的具体感、被摄
主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感，以及被摄主体与环境间的关系。采用远景的景别方式可
以实现借景抒情的效果。



全景 全景的取景范围是用整个画框来表现被摄主体的全身或场景的全貌。

全景既能清晰展示被摄主体的全貌或被摄人物的全身，又能交代清楚周围的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人物的头顶和脚下要留出适当的空间，并且头顶要比脚下留出更
多的空间。



中景 中景的取景范围为人物膝盖以上的部分。

中景的视距适中，观众既可以看清人物上半身的活动，又能感受周围的环境，中
景可以同时满足观众的视觉和心理需求。



中近景 中近景的取景范围介于中景、近景之间，用于表现人物腰部以上的活动。

采用中近景有利于展示人物的上半身，特别是头部动作和面部神情。在访谈类短
视频中，利用中近景可以拉近人物之间的视觉和心理距离，增强现场感、亲切感
与交流感。



近景 近景用于表现人物胸部以上的动作。

近景的画面内容趋于单一，人物占据绝大部分画面，人物表情展示得很清楚，背
景与环境特征不明显。



特写 特写的取景范围为肩部（或颈部）以上的人物面部或被摄主体的某个局部，视距
较近。



大特写 大特写用整个画框来表现人物面部或被摄主体的局部，如一双眼睛、一只耳朵、
一只脚、一个拳头、行驶的车轮、转动的钟表、行走的脚步等。

大特写的视距最近，比特写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更强，能够给观众留下更深刻
的印象，具有提醒、暗示、强调等作用。



拍摄角度

当我们观看外界事物时会有不同的观察角度，
同样，采用手机进行取景拍摄也有不同的拍摄角度，
这决定着摄像师从哪一个视点来观看被摄主体，交
代什么意图，如何认识被摄主体，这就是拍摄角度
的选择与运用。

拍摄角度是指摄像师运用拍摄设备及取景器进
行构图、取景、拍摄时的视角和位置，包含三个维
度：拍摄距离、拍摄方向和拍摄高度。

4.2



4.2.1  拍摄距离

拍摄距离 指拍摄视频时拍摄设备与被摄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

在焦距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拍摄距离仅影响景别的大小。

拍摄距离越远，景别越大；拍摄距离越近，景别越小。



4.2.2  拍摄方向

拍摄方向 指手机摄像头与被摄主体在水平面上的相对位置，包括正面、侧面和背
面。其中，侧面方向又可以细分为正侧面、前侧面和后侧面。

拍摄方向 侧面方向



4.2.2  拍摄方向

正面拍摄 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在被摄主体的正前方进行拍摄，观众看到的是被摄主
体的正面形象。



4.2.2  拍摄方向

正侧面拍摄 指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方向与被摄主体的正面方向呈  90°的夹角。



4.2.2  拍摄方向

前 / 后侧面拍摄 前侧面拍摄是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在被摄主体的前侧面进行拍摄，也
就是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方向与被摄主体的正面方向约呈45°的夹角。
后侧面拍摄是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在被摄主体的后侧面进行拍摄，也
就是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方向与被摄主体的正面方向约呈135°的夹角。

前侧面拍摄 后侧面拍摄



4.2.2  拍摄方向

前 / 后侧面拍摄 前侧面拍摄是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在被摄主体的前侧面进行拍摄，也
就是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方向与被摄主体的正面方向约呈45°的夹角。
后侧面拍摄是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在被摄主体的后侧面进行拍摄，也
就是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方向与被摄主体的正面方向约呈135°的夹角。

前侧面拍摄景物 后侧面拍摄人物



4.2.2  拍摄方向

背面拍摄 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在被摄主体的正后方进行拍摄，使观众有与被摄主体
同一视线的主观效果。背面拍摄有时也可用于改变被摄主体、陪体的位
置关系。



4.2.3  拍摄高度

拍摄高度 指手机摄像头与被摄主体在垂直面上的相对位置和高度，具体的拍摄方
式包括平拍、仰拍、俯拍和顶拍。



4.2.3  拍摄高度

平拍 又叫平角度拍摄，手机摄像头与被摄主体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以平视的角度
进行拍摄。



4.2.3  拍摄高度

仰拍 指利用手机摄像头偏向水平线上方进行拍摄，拍摄的视角在被摄主体的下方。



4.2.3  拍摄高度

俯拍 与仰拍相对，拍摄的视角在被摄主体的上方，摄像师以一个较高的角度拍摄
从上往下的画面。



4.2.3  拍摄高度

顶拍 指利用手机摄像头从空中向下大俯角拍摄，或者利用无人机航拍地面。顶拍
具有极强的视觉表现力，既能使观众鸟瞰场景的全貌，又能使观众享受翱翔
在场景之上的视觉快感。



光线运用

在短视频拍摄过程中，摄像师无时无刻不
与光线打交道。光线不仅能够照亮环境，还能
通过不同的强度、色彩和角度等来描绘世间万
物，影响视频画面的呈现效果。

光线多种多样，下面分别从光位、光质和
造型光三个方面对短视频拍摄过程中的光线运
用进行介绍。

4.3



4.3.1  光位

光位 以光线的投射方向来划分，可以将光线分为水平方向的顺光、侧光和逆光，
侧光还可以细分为顺侧光和正侧光，逆光还可以分为正逆光和侧逆光。此外，
还有垂直方向的顶光与脚光等。



4.3.1  光位

顺光 又称正面光或前光，能够使被摄主体表面受光均匀，暗调少，但看不到由明
到暗的影调变化和明暗反差，不利于表现被摄主体的立体感和质感。



4.3.1  光位

侧光 指光源的投射方向与手机摄像头的拍摄方向形成一定的夹角，可以使被摄主
体产生明暗反差和影调变化，凸显其立体感和质感，是视频画面空间造型的
常用光线。

侧光 顺侧光 正侧光



4.3.1  光位

逆光 是光源投射方向与拍摄方向相对，光源处于被摄主体的后方或侧后方，也称
背面光、轮廓光。由于光线照射角度、高度的不同，逆光又可以分为正逆光
和侧逆光。

正逆光 侧逆光



4.3.1  光位

逆光 是光源投射方向与拍摄方向相对，光源处于被摄主体的后方或侧后方，也称
背面光、轮廓光。由于光线照射角度、高度的不同，逆光又可以分为正逆光
和侧逆光。

逆光剪影效果



4.3.1  光位

顶光 指从被摄主体的顶部投射
下来的光线。

脚光 指从被摄主体的底部或下
方发出的光线。



4.3.2  光质

硬质光 即强烈的直射光，如晴天的
阳光，或者直接照射在人或
物体上的人造光，如闪光灯
的光、照明灯光等，它们产
生的阴影明晰而浓重。

软质光 是一种漫散射性质的光，没
有明确的方向，不会让被摄
主体产生明显的阴影，例如，
阴天、雨天、雾天的天空光，
或者添加柔光罩的灯光等。



4.3.3  造型光

主光 又称塑型光，是刻画人物和表现环境的主要光线。不管主光的方向如何，都
应在各种光线中占主导地位，是视频画面中最引人注目的光线。

辅助光 又称副光，是用于补充主光照明的光线。辅助光一般多是无阴影的软光，用
于减弱主光的生硬、粗糙的阴影，降低受光面和背光面的反差，提升暗部影
像的造型表现力。

轮廓光 一般采用硬朗的直射光，从侧逆光或正逆光方向照射被摄主体，形成明亮的
边缘和轮廓形状，将物体与物体之间、物体与背景之间分开，增强画面的空
间深度。轮廓光通常是视频画面中最亮的光，但要防止它照射到手机摄像头
上出现眩光，使视频画面质量下降。

环境光 又称背景光，是照亮被摄主体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光线，它可以消除被摄主体
在环境背景上的投影，使被摄主体与背景分开，描绘出环境气氛和背景深度。
此外，环境光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各种光线，营造统一的画面基调。



4.3.3  造型光

光比 主要是指被摄主体主要亮部和暗部的受光量差别，一般情况下主光和辅助光
的光比约为  3 ∶  1。



4.3.3  造型光

三灯布光法 主要是指针对以人物为主体的灯光布置方案，主要包括主光、辅助光
和轮廓光。



视频画面构图

画面视频构图是把被摄主体及各种造型元
素加以有机地组织、选择和安排，以塑造视觉
现象，构成画面样式的一种创作活动。构图能
够创造画面造型，表现节奏与韵律，是视频作
品美学空间性的直接体现，传达给观众的不仅
是一种认识信息，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

下面将介绍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视
频画面构成的结构元素及视频画面构图的要求。

4.4



4.4.1  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

光线 是视频画面构图的先决条件。

色彩 在拍摄短视频时，通过对画面色彩构成的主观控制，对色彩元素进行
设计、提炼和选择搭配，渲染、烘托出主题和内容所需要的情绪基调
和特定氛围。



4.4.1  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

影调 指视频画面中的影像所表现出的明暗层次和明暗关系，它是处理画面造型、
构图及烘托气氛、表达情感、反映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

亮调画面 暗调画面 中间调画面



4.4.1  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

影调 指视频画面中的影像所表现出的明暗层次和明暗关系，它是处理画面造型、
构图及烘托气氛、表达情感、反映创作意图的重要手段。

硬调画面 软调画面 中间调画面



4.4.1  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

线条 一般是指视频画面所表现出的明暗分界线和形象之间的连接线，如地平线、
道路的轨迹、排成一行的树木的连线等。

水平线构图 垂直线构图



4.4.1  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

线条 一般是指视频画面所表现出的明暗分界线和形象之间的连接线，如地平线、
道路的轨迹、排成一行的树木的连线等。

斜线构图 曲线构图



4.4.2  视频画面构成的结构元素

被摄主体 是拍摄者要表现的主要对象，它既是表达视频内容的主要载体，也是视
频画面的结构中心。可以是某一个被摄主体，也可以是一组被摄主体；
被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通过虚实对比突出被摄主体 间接表现被摄主体



4.4.2  视频画面构成的结构元素

陪体 指在视频画面中与被摄主体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辅助被摄主体表达主题的
对象。

陪体帮助被摄主体说明视频内容 陪体使画面层次更丰富



4.4.2  视频画面构成的结构元素

前景 指视频画面中被摄主体前面或靠近镜头的景物或人物，能够表现一定的空间
关系和人物关系。前景有时可能是陪体，但更多的情况下前景是环境的组成
部分。



4.4.2  视频画面构成的结构元素

后景 指在被摄主体后面用来衬托被摄主体的景物。视频画面中的后景可以是陪体，
也可以是环境的组成部分。



4.4.2  视频画面构成的结构元素

留白 在视频拍摄过程中，留白是指在视频画面的特定位置留出一定的空白，让观
众的视线得以延伸。视频画面的留白包括天空留白、运动留白和关系留白。

天空留白 运动留白



4.4.3  视频画面构图的要求

遵循美学原则

灵活构图，立意明确 对比构图

斜构图



4.4.3  视频画面构图的要求

遵循美学原则

灵活构图，立意明确 残缺式构图

框架式构图



4.4.3  视频画面构图的要求

遵循美学原则

灵活构图，立意明确

画面要有表现力和造型美感

具有表现力的构图方式



4.4.3  视频画面构图的要求

遵循美学原则

灵活构图，立意明确

画面要有表现力和造型美感

均衡

画面运动要有依据

主题服务原则



运镜

运镜就是运动镜头，即通过机位、焦距和光轴
的运动，在不中断拍摄的情况下，形成视点、场景
空间、画面构图、表现对象的变化。通过运镜拍摄，
可以增强视频画面的动感，扩大镜头的视野，影响
视频的速度和节奏，赋予视频画面独特的感情色彩。

在手机短视频拍摄过程中，常见的运镜方式有
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跟镜头和综合运动镜头。

4.5



4.5.1  推镜头

推镜头 指手机摄像头由远及近，向被摄主体方向移动，逐渐形成近景或特写的镜头。
推镜头改变了观众的视线范围，画面由整体慢慢引向局部。



4.5.2  拉镜头

拉镜头 与推镜头相反，指手机摄像头向被摄主体反方向运动，画面由特写或近景拉
起，在镜头后拉的过程中视距变大，观众的视线由细节变为整体，画面逐渐
变为全景或远景。



4.5.3  摇镜头

摇镜头 指手机机位不动，借助三脚架上的活动底盘（云台）或摄像师自身进行上下、
左右旋转运动来改变手机摄像头轴线方向的拍摄方法。

摇镜头的运动形式包括水平横摇、垂直纵摇、中间带有几次停顿的间歇摇、
手机旋转一周的环形摇、各种角度的倾斜摇或速度极快的“甩”镜头。



4.5.4  跟镜头

跟镜头 是手机摄像头跟踪运动着的被摄主体进行视频拍摄的一种方法，可以形成连
贯、流畅的视觉效果。

跟镜头始终跟随拍摄一个在行动中的被摄主体，以便连续而详尽地表现其活
动情形，或者表现被摄主体在行动中的动作和表情。



4.5.5  综合运动镜头

综合运动镜头 指在一个镜头中将推、拉、摇、移、跟、甩、晃、升降等运动
拍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拍摄。

综合运动镜头的运动方式多种多样，如推摇、拉摇、拉跟等。



镜头组接与转场

镜头是短视频创作最基本的单位，是指用
拍摄设备所拍摄的一段连续的画面，或者两个
剪接点之间的片段。镜头组接，就是将一个个
镜头画面组合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段落与段落、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过渡或转
换称为转场。

4.6



4.6.1  镜头剪接点

剪接点 是影视剪辑专业术语，就是把不同内容的镜头画
面相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动作或概念。简单来
说，剪接点就是两个镜头画面相连接的点。

由于镜头包括声、画两部分，所以剪接点也分为
画面剪接点和声音剪接点。无论哪种剪接点，都
以镜头画面的主体动作为依据。



在动作刚发生变化
的瞬间切换镜头

4.6.1  镜头剪接点

主体动作剪接点

• 相同主体动作剪接点

在动作中切换镜头



在动作刚发生变化
的瞬间切换镜头

4.6.1  镜头剪接点

主体动作剪接点

• 相同主体动作剪接点

在动作中切换镜头

• 不同主体动作剪接点



4.6.1  镜头剪接点

主体动作剪接点

• 注意动作的自然衔接，使镜头中两个不同主体的运动具有相同的动势
• 注意动作形态的相似
• 保持不同的被摄主体在相同的画面区域



4.6.1  镜头剪接点

主体动作剪接点

情绪剪接点

节奏剪接点

声音剪接点
• 对白剪接点
• 音乐剪接点
• 音响剪接点



4.6.2  镜头组接原则

符合生活逻辑

色彩和谐

前后形态相似

静接静，动接动

景别组接要有变化

同一主体不同景别组接



4.6.2  镜头组接原则

符合生活逻辑

色彩和谐

前后形态相似

静接静，动接动

景别组接要有变化

符合轴线规律
双人对话场景



4.6.3  镜头转场规律

技巧转场

• 淡出、淡入

• 叠入、叠出

• 划入、划出

• 甩切

• 虚实互换

• 定格

• 多屏画面



4.6.3  镜头转场规律

无技巧转场

• 切

• 跳切

• 两极镜头转场

• 运动转场

• 相似性转场

• 利用特写转场

• 空镜头转场

• 主观镜头转场

• 声音转场

• 遮挡镜头转场



课后习题

1．在手机短视频拍摄中，景别有哪些分类？

2．视频画面构图的形式元素和结构元素分别包括什么？

3．在手机短视频拍摄中，常见的运镜方式有哪几种？

4．如何寻找镜头剪接点。

5．简述短视频镜头的组接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