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7

电视纪录片剪辑方法的思考与研究

◎王妍
摘要：随着我国电视行业的良好发展，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并且凭借自身的动态与形象的传播方式，受到大家的欢迎，

社会影响力也逐渐提升。电视纪录片剪辑对纪录片的播放效果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基于此，笔者将针对电视纪录片的剪

辑方法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分析，能够促进我国电视行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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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属于一种影视作品，它

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进行文化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途径。良好的纪录片，应该严格遵守相关

的剪辑原则，正确使用专业的剪辑技术。

所以，对电视纪录片的剪辑方法进行讨论

十分有必要。

一、镜头转化的逻辑性基础

一部纪录片，会包含成百上千个镜头，

任意两个镜头之间的切换都需要相关的剪

辑人员进行设置安排。画面剪辑工作，是

一项创造性较强的工作，即便剪辑目标相

同，但是由于剪辑方法不同，也会获得不

一样的剪辑效果。在进行镜头转化的时候，

需要注意按照相关的要求及逻辑进行相关

工作的展开。第一点，生活逻辑。一部纪

录片想要将动作及事件发生的连续性体现

出来，就应该确保时间的连贯性及空间的

统一性。任何动作和事件的发展，都不能

够离开时间而存在，在进行剪接的过程中，

应该重视这点，否则就有可能导致逻辑

混乱。动作和事件本身需要存在一定的

空间中发展，也就是说需要在空间中发

生一些事件或者动作，一般来说，一组

镜头内的空间需要具有一致性，而这种

空间的统一性，需要由参照物及环境体

现出来。第二点，心理逻辑。就是在纪

录片剪辑完成后，需要符合大众的审美

及心理。从客观角度来说，纪录片的画

面切换，就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因此，一个镜头的长度，就是为了较好

地吸引观众的兴趣，景观及角度的变化

就是为了引起观众视点的变化。

二、镜头转换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视觉跳动

如果是景观产生变化，像从远景转向

中景，这种变化体现出来的是大幅度的空

间位移变化和主体变化，但是这种变化，

不会带给观众视觉方面的跳动。而如果相

同背景下，主体发生错位，经过剪切后人

物可能会出现断点，这种会带给观众视觉

方面的跳动，导致不能够符合观众心理预

期，所以会出现视觉跳动。主镜头和插入

镜头，主镜头本身是为了将一个动作或者

一个事件的面貌完整地展现出来，而拍摄

的镜头在一个阶段，它占据主导地位，持

续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插入镜头，就是在

进行主镜头拍摄的时候，穿插一些和主镜

头有关的镜头。

（二）关于画面运动的剪接点

一般来说，会对电视纪录片中比较冗

长的动作或者事件进行裁剪，当用一些动

作片段进行一个完整动作变现的过程中，

剪辑工作人员应该选择合适的实际进行转

换，让那些不太连续的动作变得更加流畅

自然，避免跳动问题出现。

（三）关于镜头运动的剪接点

在进行镜头剪接过程中，需要遵循动

态接动态和静态接静态的原则。静态接静

态，可以为三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种，

镜头前和镜头后的主体都处于静态。第二

种，镜头前和镜头后的主体都处于运动状

态。第三种，前一个镜头中主体处于运动

状态，后一个镜头中主体处于静态。动态

接动态的原则，就是不同镜头之间进行相

互的衔接，像退、拉、移和摇等各个镜头

之间进行组接。这就要求相关剪辑工作人

员做好几点，运动防线和速度需要尽可能

保持一致，在运动过程中进行镜头切换。

三、进行段落转换的方法

无论是哪种电视纪录片，它最小的单

元就是镜头，如果将一组镜头进行组接，

就会形成一个小段落。进行段落转换的方

法，有直接切换和利用特技进行切换两种。

直接切换，就是没有使用任何技巧进行转

场切换。一般有利用特写镜头、利用形态

因素和利用两级镜头实现转场目标。特技

转场，就是利用一些特技实现段落之间的

转换。特技主要包括淡出、定格、划变和

三维等，这些都能够较好地进行段落之间

的转换，进而带给观众丰富的视觉体验。

四、结语

总而言之，电视纪录片的剪辑方法，

对电视纪录片的质量及效果有较大的影

响，相关的剪辑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提升

自身的综合素质，重视镜头转化的逻辑性

基础、镜头转换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进行

段落转换的方法等，争取为观众创造更多

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希望通过本文分析，

更多专业人士能够参与到电视纪录片的剪

辑方法思考研究课题的讨论中来，针对文

中的不足，提出宝贵的意见，为促进我国

电视纪录片的剪辑水平的提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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