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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电脑动画》课程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是非设计学类、设计艺术类专业毕业的考生参加自学考试必考的课程。

设置《电脑动画》课程考虑到专升本学生对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理论体系和

历史发展需有一个完整的掌握，根据《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应包含与专业相关的概论类课程，

包括艺术史、电影史、动画史、媒介发展史、当代艺术前沿，以及艺术学、美学、

传播学、文化研究、叙事学的基础理论等内容。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电脑动画》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动画视听语言的相关概念，如镜头、场面调

度、声音、剪辑等，并能用其相关概念分析动画作品。了解动画开发流程，引入

先进的创作理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电脑动画》课程作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对专业课程体系

内的其余课程都具有理论支撑作用。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视听语言概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动画视听语言的概念与分类。了解动画片的传播形式以及它的发展与演

变。

二、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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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视听语言的概念

第二节 动画视听语言的分类

第三节 动画片的传播形式

第四节 动画片的发展与演变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视听语言的概念

1.理解视听语言的概念：视听语言既是电影的画面、声音艺术表现形式的代

名词，又是电影艺术表现手法的总称。

2.识记视听语言的基础是电影的两大基本元素：活动影像和同步声音。它涉

及镜头内容、镜头形式、分镜头规则和声画关系处理四个方面的内容。

3.领会视听语言既是电影作为艺术的表现手法，又是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体

的符号系统。

（二）动画视听语言的分类

1.识记实验动画片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理解实验动画片包括两层含义：形式上的实验和内涵方面的探索。

理解实验动画的概念：保持自我风格、形式、技巧以及制作方式的动画艺术

家的作品。

2.识记叙事动画片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理解叙事动画片的概念：其结构与经典叙事结构基本相符，有明确的因果关

系、固定模式的开头，情节的展开、起伏、高潮以及一个完整的结局。

（三）动画片的传播形式

1.识记动画片的传播形式主要有两种：影院动画片与电视动画片。

2.理解影院动画片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3.理解电视动画片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四）动画片的发展与演变

1.领会动画片的发展类型：二维动画、偶动画、三维动画、IMAX 3D动画。

2.理解二维动画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3.理解偶动画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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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解三维动画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5.理解 IMAX 3D动画的概念，并能简单举例说明。

第二章 镜头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镜头是影片结构的基本单位，了解景别的概念，镜头的分类。掌握运动

摄影的基本形式。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镜头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景别

第三节 角度

第四节 运动摄影

第五节 升格、降格

第六节 焦距与景深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镜头的基本概念

1.领会镜头的基本概念。

2.领会主观镜头、客观镜头、反映镜头、空镜头、过场镜头、长镜头的基本

含义。

（二）景别

1.领会景别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2.领会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的基本概念及基本作用。

（三）角度

1.领会角度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2.领会仰角度、俯角度、鸟瞰角度、水平角度、正面角度、侧面角度、斜侧

角度的基本概念及基本作用。

（四）运动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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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会运动摄影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2.领会推镜头、拉镜头、摇镜头、移动镜头、升降镜头、甩镜头、晃动镜头、

旋转镜头的基本概念及基本作用。

（五）升格、降格

1.领会升格的基本概念与基本作用。

2.领会降格的基本概念与基本作用。

（六）焦距与景深

1.领会焦距的基本概念。

2.理解短焦距镜头的基本概念与基本作用。

3.理解中距离焦距镜头的基本概念与基本作用。

4.理解长距离焦距镜头的基本概念与基本作用。

5.领会变焦镜头的基本概念。

6.理解景深的基本概念与基本作用。

7.领会移焦的基本概念。

8.理解景深与焦距的关系。

第三章 场面调度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场面调度的概念，分析空间距离产生的效果。理解场面调度的相关要素

与方法，并能举例分析。理解轴线、反拍、反打的概念，并能举例分析。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场面调度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空间距离

第三节 场面调度的要素

第四节 场面调度的方法

第五节 轴线

第六节 反拍、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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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场面调度的基本概念

1.领会场面调度的概念与分类。

2.理解演员调度的概念。

3.理解镜头调度的概念。

4.领会场面调度的特性。

（二）空间距离

1.领会空间距离的基本概念。

2.理解亲近距离的基本概念。

3.理解个人距离的基本概念。

4.理解社会距离的基本概念。

5.理解公众距离的基本概念。

（三）场面调度的要素

1.识记场面调度的六个基本要素。

2.理解空间造型、光影、色彩、道具、演员的服装和化妆的含义。

（四）场面调度的方法

1.识记场面调度的四种方法。

2.理解纵深性场面调度、重复性场面调度、对比性场面调度、象征性场面调

度的概念。

（五）轴线

1.领会轴线的概念。

2.识记越轴的四种方法。

（六）反拍、反打

1.领会反拍、反打的基本概念。

2.理解总角度、内反拍角度、外反拍角度的基本概念，并能举例应用分析。

第四章 声音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声音的基本概念及基本要素，理解声音与画面的关系。理解音乐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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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领会音响、语言的分类及在影视动画中的应用效果。掌握动画电影听

音解析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声音概论

第二节 电影音乐

第三节 音响

第四节 语言

第五节 动画片与拟音

第六节 听音解析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声音概论

1.领会声音的基本概念及四个基本要素。

2.理解声音与画面的关系。

3.理解主观声音与客观声音的概念。

（二）电影音乐

1.领会电影音乐的基本概念。

2.理解旋律、和声、不和谐音、节奏、乐句的基本概念。

3.识记音乐的四个作用。

4.理解音画关系的概念，并能够分析音画同步与音画对位概念与区别。

5.理解标题性音乐的基本概念。

6.理解挪用音乐与原创音乐的基本概念。

（三）音响

1.理解音响的基本概念。

2.识记音响的分类，动作音响、自然音响、背景音响、机械音响、枪炮音响

及特殊音响。

（四）语言

识记对白、旁白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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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画片与拟音

领会动画片中拟音的基本概念。

（六）听音解析

掌握影片《小鸡快跑》声音分析的方法。

第五章 剪辑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剪辑的含义，掌握运用蒙太奇的表现形式分析影片的方法，深入理解影

片剪辑的特性及转场的方法与技巧。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剪辑的含义

第二节 蒙太奇的表现形式

第三节 剪辑的特性

第四节 剪辑的连续性

第五节 转场的方法与技巧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剪辑的含义

1.领会剪辑的概念。

2.理解蒙太奇思维、蒙太奇句子、蒙太奇段落的基本概念。

（二）蒙太奇的表现形式

理解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复现蒙太奇、对比蒙太奇、积累蒙太奇、联

想蒙太奇、象征蒙太奇、错觉蒙太奇、扩大与集中蒙太奇的基本概念，并能举例

分析。

（三）剪辑的特性

1.理解镜头组接与画面的关系，并能举例分析。

2.理解镜头组接与节奏的关系，并能举例分析。

3.理解镜头组接与时空的关系，并能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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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剪辑的连续性

1.领会人物动作的连续性及其分类。

2.领会固定镜头和运动镜头的四种衔接方式及其概念。

（五）转场的方法与技巧

识记动作转场剪辑、特写转场剪辑、语言转场剪辑、音乐转场剪辑、音响转

场剪辑、景物转场剪辑、情绪转场剪辑、光学技巧转场剪辑、无技巧转场剪辑的

基本概念，并能举例分析。

第六章 视听分析案例——《机器人总动员》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机器人总动员》的四幕分析，掌握视听分析的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初见伊芙

第二节 尾随伊芙

第三节 第一次牵手

第四节 走进瓦利的生活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一）初见伊芙

综合运用视听语言解析方法，分析《初见伊芙》段落。

（二）尾随伊芙

综合运用视听语言解析方法，分析《尾随伊芙》段落。

（三）第一次牵手

综合运用视听语言解析方法，分析《第一次牵手》段落。

（四）走进瓦利的生活

综合运用视听语言解析方法，分析《走进瓦利的生活》段落。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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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纲所列的课程内容及考核目标，是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的主体部分。为了

使主体部分的规定在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中得到贯彻落实，对有关问

题作如下说明，并提出具体的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目标的说明

本大纲把课程内容按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能力层次，化解

为明确、具体的考核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考核点，并运用可测量的语言表

述。

属于识记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记住大纲规定的知识点。属于领会能

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理解领会大纲规定的知识点，能概括表述，不要求展

开论证、分析。属于简单应用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能进行简单的分析、

论证、评述、绘制简图。属于综合应用能力层次的，要求自学应考者能把已学的

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包括段落镜头绘制与镜头分析。

二、关于自学教材的说明

（一）指定教材：

《动画视听语言》（第二版）高思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2023.2重

印）

（二）参考书：

《动画视听语言教程》殷俊编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 1月第一版

《动画视听语言》孙立编著，京华出版社，2010年 11月第一版

《动画视听语言与分镜头脚本设计》张乃中、闻婧编著，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年 08月第一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一）认真学习和领会本大纲。《电脑动画自学考试大纲》，针对自学考试的特点，

对课程内容和范围，掌握的程度和能力层次要求，考试命题等，作了纲要式的表

述和规定。它是指导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进行考试命题的依据。自学应考者应

先从大纲入门，提纲挈领地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体系，有一个总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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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习的起点。在整个自学应考过程中，都要依据大纲中对各部分内容的能力

层次要求进行学习，掌握重点，兼及一般，既有系统，又分主次，这样较易收到

学习成效。

（二）认真学习和领会教材。大纲指定的教材，是大纲的系统深入的阐发和展开。

学习教材是学习大纲的深化。在学习教材过程中，和大纲对照，明确教材中各种

内容的不同能力层次要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认真研究分析各种案例，重视提高实践操作能力。学习本课程，不应死记

硬背大纲、教材、自学指导书中的现成结论，应尽可能结合实际案例，通过思考、

分析，领会大纲、教材中的观点、结论、方法，把学习和识记、领会、分析、应

用能力的培养统一起来。

四、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一）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核目标来确定考试范围和考核

要求，不可超纲，不可提高各考核点的能力层次规定，以免增加考试的难度。但

属于高层次能力的考核点，必然也包含了低层次能力的要求，因此，也可化解为

低层次能力的命题内容。

根据下列各种比例规定，合理掌握内容覆盖面、重点内容、能力层次和难易

度之间的关系来组配试卷。

1.重点章节是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章第二、三、四、五、六节，

第三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四章第一、二、六节，第五章第一、二、三、

四、五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

2.试题按能力层次分为四种，即识记性试题、领会性试题、简单应用性试题

和综合应用性试题，四者的比例大致为 3:3:2:2。

3.试题难易度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等，四种难易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

般以 2:3:3:2为宜。

4.重点章节部分试题不得低于 30分。

（二）本课程命题较适合的题型有：

1.名词解释题。适宜于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能力。

2.单项选择题和多选题。适宜于考核识记、领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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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答题。适宜于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能力。

4.论述题。适宜于考核综合应用能力。

5.应用题。适宜于考核实践操作能力。

简答题、论述题、应用题和标准答案不同而有新见解的答案，如论证合理，

回答清晰达意，可酌情给分。

（三）试题量应以中等水平的应试者能在规定时间内答完全部试题为度。

（四）本课程采用闭卷必答方式，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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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题型举例

题型一、名词解释题

视听语言

题型二、单项选择题

能保持电影时间与电影空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能表达人物动作和事件发生

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符合纪实美学的特征的是（ ）

A．过场镜头 B．长镜头

C．主观镜头 D．客观镜头

题型三、多选题

媒体包含下列哪些形态（ ）

A．语言文字 B．图形

C．静像 D．动画

E．声音

视听语言涉及（ ）四个方面的内容。

A．镜头内容 B．剧本写作

C．镜头形式 D．分镜头规则

E．声话关系处理 F．符号系统

题型四、简答题

简述电影音乐的作用。

题型五、论述题

论述蒙太奇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分别举例做相关分析。

题型六、应用题

运用视听语言解析方法，分析《走进瓦利的生活》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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