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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商业摄影 课程代码 110611044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核心课（ √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48 总学分 3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视传（本）1905、1906 72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

课程

简介

《商业摄影》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核心课程。摄影不仅是一种

工具，更能真实的记载商业生活中的点滴与经历，同时它也是一门与技术、艺术并

存的课程。通过光影、色彩的形式去构图，使心灵产生触动，引向一个新的商业世

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视觉传达专业教学搭建良好的摄影平台，为后续设计类

相关课程打好基础，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课程。

案例

简介

本案例以《商业摄影》第 1 章，第三节“商业摄影概述”为例，主要以摄影的

分类、特点以及摄影的应用内容来探讨思政教育资源的开发与课程设计，通过摄影

照片的案列挖掘思政元素，引导学生真正明白照片的力量，建立家国情怀、社会责

任、科学精神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使命感。

使用

教材

《商业摄影》 钟林卡 主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3

学情

分析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多数学生辑思维能力、好奇心较强，但课外知识储备

薄弱，他们愿意在学习摄影相关知识的同时，更多了解一些与摄影密切相关的

时事政事，实际摄影分析案例、各种先进摄影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对摄影

的分类，特点以及应用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并希望通过摄影课程的开设，提

高自己的摄影技术与认知。

参考

资料

1.参考书目

[1]王一珉著《商业摄影》、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年 1 月；

[2]王鹏鹏、叶明著《手机摄影从小白到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5 月；

[3]视觉中国 500PX·六合视界部落编著《摄影用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7月；

[4]视觉中国 500PX·六合视界部落编著《摄影构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7月；

2.其他教学资源

[1]慕课 摄影基础 电子科技大学

[2]慕课 走进摄影 湖南师范大学

[3]蜂鸟网 http://www.fengniao.com

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L3111-H0cn8bnaOJFEW00a2OhlF69&url=http://www.fengn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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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摄影分类、特点及应用

所属章节 第一章 第 3节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摄影特征、分类、应用等主要基础知识结构体系。

能力目标：

使学生初步构建起对摄影的认知和思维能力，且具备对摄影案例的初

步鉴赏与分析能力。

素质目标：

1. 赏析国家地理、国家品牌、摄影大师等优秀摄影作品，使学生增强

对摄影价值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

2. 通过希望工程、汶川地震等纪实摄影照片的赏析，使学生明白摄影

的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价值，增强民族自信心。

教学重点 掌握摄影特征、分类、应用等主要基础知识结构体系。

教学难点
构建起对摄影的认知和思维能力，且具备对摄影案例的初步鉴赏与分析能

力。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1.通过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墨经》中记载“小孔成像”的讲解，说明

我国对于小孔成像的原理比欧洲整整早了 2000 年，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2.通过讲解谢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照片，引发学生对国家强大以

及为什么要进行扶贫等一系列举措的原因，结合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以

及中国战略，说明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同时也需要我们青年一代

为之努力奋斗。培养学生树立振兴中国的豪情壮志、远大志向的使命感；

3.通过对照片瞬间性的特点教学，培养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理解事物的两面性；

5.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对学生平时学习进行严格考核，考勤、测试、

作业严格把关，培养学生对自己负责任的学习态度。

教学策略

本节课在教授过程中，通过采用案例分析教学法以及动态演示教

学法，使学生了解摄影的分类以及特点；通过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逐步探究，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观察问题、发现问题、

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纪

实类照片，引发学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树立振兴中国的豪情壮志、

远大志向的使命感，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同行的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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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1.3 摄影分类、特点及应用

1.创设情境，课前预热（15分钟）

任务讨论（引出新课）：

1.1 提问：成为“摄影家”后，你会发现它有何特征呢？该如何应

用呢？（带着问题进入课堂）

1.2 展示经典、获奖案例，谈谈你的感受和认识。（回顾上节课知

识）

思考、讨论、回答，引出摄影的世界。

图片中的人在干什么？

《墨经》中记载的小孔成像原理

2.新课讲授，案例演示（70分钟）走进摄影——视觉世界

2.1 摄影的分类

摄影门类是在摄影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是在摄影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的。对摄影门类、种类的认识和划分体

现着人们对摄影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程度和掌握程度。

对于摄影的分类，以不同的侧重点，作如下分类：

按照有彩和无彩的属性分为：黑白摄影和彩色摄影等。

按照光的属性分为：可见光摄影、全息摄影、红外线摄影印 x 光

摄影等。

按照传播媒介的差异分为：图片摄影、电影摄影和电视摄影

按照摄影工艺分为：常规摄影和特技摄影等。

按照题材内容的不同分为：人文景观摄影、自然景观摄影和表意

摄影等。

按照应用领域的不同分为：科技摄影、商业摄影、新闻摄影、教

学摄影、军事摄影、文体摄影和生活摄影等。

按照表现方法的本同分为：纪实摄影和创意摄影等。

按照社会功能的不同分为；实用摄影、社会纪实摄影、新闻摄影

和艺术摄影等。

课程思政融入点：

通过《墨经》中对

于小孔成像的原

理的记录，体现我

国早于欧洲 2000

年发现，增强民族

自豪感。

教学重点：强调黑

白摄影其实是指

所有只有两个颜

色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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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摄影的特点

对光线的依赖性——《贝壳》（Shell） 爱德华•维斯顿 1927

记录性——大萌子（1-30 照片记录）从一岁开始，每年记录生活。

叶景禄，于光绪七年（1881 年 10 月 6 日）生于福州，他除了年轻

时曾去伦敦旅行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州从事商业工作。1907

年，年仅 27岁并刚刚结婚的他开始养成拍摄年度肖像的习惯。我们从

他的照片中不仅可以看到人生的壮颜鹤发，更能看到照片背后的沧海

桑田，令人唏嘘感叹。

从满清道新中国，记录人生于时代的沧桑巨变（每五年拍一张照

片）

课程思政融入点：

通过日常的记录，

体现了国家的经

济发展，时代的变

化。

课程思政融入点：

从秋瑾起义到中

华民国成立到直

奉战争爆发，溥仪

被逐出宫到日本

占领东三省再到

新中国成立，照片

体现了叶先生的

衣着变化，同时体

现了时代的发展，

映射了祖国的沧

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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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性《诺曼底登陆 》（Normandy Invasion） 罗伯特·卡帕(1944)

瞬间性

1952 年，法国摄影家布列松出版《决定性瞬间》。

强调摄影就是在一瞬间里及时地把某一事件的意义和能够表达这

一事件的精确组织形式记录下来。

课程重点：照片的

瞬间性决定了一

件事情的意义。

通过班里情景互

动说明，同一个事

情不同的拍摄角

度决定了不同的

结果导向，体现马

克思主义的两面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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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摄影的应用

2.3.1 文献类：新闻报道摄影、社会纪实摄影

新闻报道摄影：

新闻摄影是一种以摄影为手段，以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为内容，

并与文字说明相结合的新闻报道形式。

新闻摄影的主要特征是借助视觉图像报道新闻。不允许摆拍、补

拍、重拍等违背新闻原则的拍摄方式。

新闻摄影独特性：新闻性、真实性、瞬间形象性。

《走出北川》专题摄影

社会纪实摄影：

社会纪实摄影指用摄影的手段对人类社会进行真实的记录，它的

题材和内容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文献价值。

社会纪实摄影的出现是摄影本身的一次解放，它意味着摄影走出

绘画的惟一出路。

纪实摄影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

在及人性的回归作出不懈的努力。

纪实摄影有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价值。所以，纪实摄影具有作为社

会见证者的资格。

例：解海龙的《希望工程纪实》

2.3.2 商业应用类

商业摄影指通过摄影的手段，以图像为主要传播方式，反映商品

与服务，起到传播商品与服务的信息，促进商品流通，激发消费者消

费欲望为目的的摄影类型。

课程思政融入点：

谢海龙的纪实摄

影，促进了我国对

于留守儿童的关

注，同时引出精准

扶贫等政策的推

广，增强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树立使

命感，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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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摄影与其他摄影形式最大的区别摄影师必须去创造出现在镜

头前的每一样东西。

商业摄影的分类：产品摄影、人像摄影、时尚摄影、室内摄影、

建筑摄影、淘宝摄影……

2.3.3 实用摄影类

摄影应用于生产和科研领域，即为实用摄影。具体地说，就是利

用摄影机的纪实再现功能，完整真实地描摹生产和科研领域的诸多现

象。

实用摄影的常见种类有：医学摄影、天文摄影、生物摄影、地理

摄影、司法摄影、教学摄影、考古摄影、工业摄影、农业摄影…

实用摄影具有以下区别于其他摄影形式的特性：

技术性：一方面指拍摄内容的专业技术性，另一方面指实用摄影

所要求的先进摄影技术性。这为更真实有效地记录科学现象提供了技

术保障。

机械再现性：要求逼真再现被摄对象，严格要求对现实的机械纪

实和纯客观翻版

高清晰度：必须保证影像的高清晰度

2.3.4 非应用类

个人及家庭生活摄影

私摄影

艺术摄影：艺术摄影指摄影中的艺术部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摄

影门类，以艺术性与实用摄影和新闻摄影等相区别。艺术摄影是通过

课程重点：指出商

业摄影的主要方

式和服务特点，以

及类型。

课程思政融入点：

通过实用类摄影

的举例说明摄影

技术对于科技发

展的重要性，提升

同学们学习摄影

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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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来表达摄影家主观思想情感及艺术情

趣的一种摄影形式。

3 如何才能拍出好照片？

3.1 一幅好照片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有时也称之为题材）。

或是表现一个人，或是表现一件事物，甚至可以表现该题材的一

个故事情节。主题必须明确，毫不含糊，使任何观赏者一眼就能看得

出来。

3.2 一幅好照片必须能把注意力引向被摄主体

换句话说，使观赏者的目光一下子就投向被摄主体。

3.3 一幅好照片必须画面简洁

只包括那些有利于把视线引向被摄主体的内容，而排除或压缩那

些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内容(较好的技术）。

3.4 不只是按下快门，还要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和追求。

4.重难点回顾，课堂小结（10分钟）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大家对摄影的历史发展、代表性人物、概念

有了初步的认识，为商业摄影的学习和摄影作品的拍摄奠定了理论基

础。

4.1 学好摄影的“六个联系”：

多从美术作品中寻求灵感与创意，摄影与绘画本源一家，学会观

察光影的逻辑、事物的线条、人的体态、色彩等等，领会摄影构图的”

减法“美学。看待世界的情绪与眼光会有所不同，再拍出的作品也自

然而不同。

好的建筑作品是最好的摄影用光与构图的导师，贝聿铭大师有句

名言：建筑的灵魂是光。摄影作品也一样，光是系统构图的引导线，

空的时候，多参观一下优秀建筑的设计，都是很不错的一种美的启发。

深厚的文学修养可以使你更加诗意的看待这个世界。不管拍什么，

怎么构图，作品有味道，有生命力，有情绪，总是好作品的标准之一。

一张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美的感受的作品总是平淡无奇的。

敏锐的洞察力

与生俱来的领悟能力

独到的审美能力

5.作业布置（5分钟）

预习准备下一章节拍摄准备的深入学习；准备摄影道具；收集自

己手机内的商业摄影作品 3幅，体会其亮点和意义。

课程难点：通过课

程的讲解以及艺

术摄影的概念构

建起对摄影的认

知和思维能力，且

具备对摄影案例

的初步鉴赏与分

析能力。

引导学生回顾，巩

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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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1.3 摄影分类、特点及应用

1.导入；成为“摄影家”后，你会发现它有何特征呢？该如何应用呢？

2.摄影的分类（主要商业摄影）

有彩和无彩；光的属性；传播媒介；摄影工艺；题材内容；应用领域；表现方法；

社会功能。

3.摄影的特点

对光线的依赖性；记录性；现场性；瞬间性。

4.摄影的应用

文献类：新闻报道于社会纪实

商业应用类

实用摄影类

非应用类：私摄影；艺术摄影

教学成效

1. 价值塑造成效

本案例思政元素的引入，既起到了学习照片的作用，也在无形中渗透思政元素，使

师生在正确树立自己的价值观，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2. 知识传授成效

从教学环节来看，本案例设计包括课堂导入到作业布置六大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教学体系，从课上到课下全程育人。从教学形式来看，本案例使用的教学手段多样：

案例导入、情景式互动教学、小组讨论等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学生为

中心，把学生从枯燥无味的课堂中解放出来。

3. 能力培养成效

通过课程的讲授，构建起学生对摄影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具备对摄影案例的鉴赏与

分析能力

教学反思

在本小节课程的教学当中，挖掘了“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使命担当”、

“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应用”等思政元素，能较好地隐形融入知识点的讲授，但是还

存在一些不足：

1.本小节挖掘的思政元素还不够细致，例如在摄影分类、特点以及应用方面的举例

还是不够全面，如能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则更有针对性，取得效果应会更好。

2.对于整门课程来说，虽然挖掘了较多的思政元素，但是还不够系统。因此，对更

多的相关素材进行搜集，并且进行梳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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