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摄影课构图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摄影课构图体会篇一

在摄影过程中，构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恰当的构图可
以使照片更加生动和有趣，而立体摄影构图则是将画面更好
地展示三维感的一种技巧。通过学习和实践，我逐渐领悟到
一些立体摄影的构图心得和体会。

首先，合理选择拍摄角度和视角是立体摄影构图的关键。在
拍摄立体照片时，我们要选取合适的拍摄角度来展示被摄物
体的各个面，以突出其立体感。有时，我们可以选择稍微低
一些的角度，以突出被摄物体的高度和垂直方向上的延伸感。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斜上方进行拍摄，以强调物体的长度和
宽度。在选取视角时，我们也要注意利用景深的特点来增强
立体感，可以尝试使用较小的光圈值，使画面的前后景物都
能较为清晰地展现，给人一种立体感十足的视觉效果。

其次，运用透视法可以有效提升照片的立体感。透视法是一
种立体投影原理，可以通过绘制透视图像来增加画面的空间
感。在摄影中，我们可以运用正交投影和树状透视等技巧，
通过透视线的触角和消失点的设定，使画面中的物体呈现立
体感。例如，对于拍摄一条长廊的照片，我们可以将摄像机
放置在廊道的一侧，使长廊从近到远渐次收缩，给人一种深
度的感觉。这种通过透视法创造出的空间感，可以使照片跳
脱出平面的限制，更好地展现立体物体的特性。

另外，通过运用前景和背景的对比，也可以营造出立体感。



在拍摄立体照片时，我们可以将物体置于一个鲜明的前景中，
使其成为照片的焦点，同时背景要有一定的深度与对比。这
样一来，前景与背景的对比可以产生立体感，并增加画面的
层次感。例如，在拍摄一片山脉时，我们可以将一颗树或是
一块巨石置于前景中，由近及远衔接山脉的远景，通过前景
的突出和背景的渐次收缩，可以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具立体感。

另一个关键是运用光线的差异来增强立体感。光线是摄影的
灵魂，也是照片获得立体感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合理运用
光线的差异，我们可以使画面中的物体更具层次感和纹理感。
适当的侧面光可以使物体表面的纹理更加清晰，而正面光可
以使物体的立体感更加突出。此外，在室外拍摄时，我们还
可以根据天气和时间的变化，利用不同时段的光线来提升照
片的立体感。例如，在黄昏或黎明时分，阳光的斜射会产生
较强的侧面光，给物体一个立体的阴影效果，使画面更具立
体感。

最后，合理运用相机的焦距和镜头选择也是增强立体感的关
键。长焦距的镜头可以在拍摄时将景物拉近，使远处的物体
显得更加大、更加立体。而广角镜头则可以将近景与远景拉
近，产生更强烈的对比和立体感。在运用镜头时，我们还要
注意适度避免畸变的发生，以免对画面的立体感产生负面影
响。

总之，立体摄影构图需要我们在选择角度、视角、透视法、
前景与背景的对比、光线的运用以及相机镜头的选择等方面
都有一定的技巧和经验。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
逐渐感受到立体摄影的魅力，并在摄影作品中展示出更真实、
更立体的世界。

摄影课构图体会篇二

人像摄影是摄影爱好者中最有挑战的摄影类型之一。为了拍
摄出最佳的人像照片，构图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本文



中，我将分享我在人像摄影中构图的体验和心得。

第一段：引言

人像摄影是一项需要多年实践和学习的艺术。掌握构图技巧
可以让你的人像照片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第二段：人像摄影构图原则

在人像摄影构图中，有几个基本原则需要遵守。首先，照片
的背景不能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其次，主题应该在照片的中
心位置，尽可能地利用拍摄空间来突出人物。最后，对比度、
亮度、颜色和明暗度的运用也很重要，可以让你的照片更有
层次感。

第三段：构图的实践方式

实践是运用构图技巧的最佳方法。拍摄人像照片时，最好利
用自然光线和背景，用不同的角度和拍摄位置尝试不同的构
图方式。例如，人物靠在一侧，或是让人物背对相机等等。

第四段：构图技巧细节

小细节可以决定照片的好坏。例如，对焦和曝光的准确性，
可以让你的照片更加清晰。在取景时，可以利用人物的头部
和手臂顺着画面的对角线排列，来增加视觉上的层次感。

第五段：总结

人像摄影是一项精细的艺术，不仅需要艺术家的眼光和技巧，
更需要经验和实践。通过在构图上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你可
以提高自己在人像摄影中的造诣。最终，一张优秀的人像照
片应该不仅仅是一个静止的画面，而是一个能够传达情感和
故事的艺术品。



摄影课构图体会篇三

对于摄影，构图是基本的技巧之一，同样的事物，不同的角
度就有不同的构图，不同的构图就是不同的视角，视角不同
就是画面语言的个性化。也因此有了区别。

前面谈过怎样自学摄影与后期，索性把构图也谈谈，组成个
自学摄影三部曲，希望对自学摄影的朋友有所一点帮助。构
图在我看来，与理性生硬的技术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
和“美”有关。换句话说即构图与你举不举相机都无太大关
系，更无关你用什么档次相机拍摄，构图只是你眼睛里看到
世界的个角度。所以，构图更多的是感性的美，是情绪的构
成，也是摄影百家争鸣的精彩所在。我还是只谈思想与方法，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自知浅薄的很，断不敢
称“师”，只是觉得”道“，也就是思想与方法更为重要。
俗话说的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与渔。思想方法对了，怎
么拍，那是每个人个性与审美的斗艳争芳。至于具体的技术
贴，各位自行搜索学习即可。

构图学习的误区：被捆绑的创意

之所以要出很多构图分析，我的理解是给一些人人参考，训
练一下线条思维，培养一下寻找有序线条与点面的意识。并
不是要很多人举起相机时，再去纠结我是三分构图法，还是
三角构图法。很多新人问题就在这里，以为看了很多构图方
式，举起相机去想，我该怎么构图？纠结半天，机会错过了。
或者拍完了请某个大师分析下：您看看我的构图对吗？其实
哪里有对错？只有你觉得看着舒服不舒服？很多情况下是，
你看着舒服，他看着不舒服。调查一百个人，都看着舒服的
作品是极少的，大部分情况都是各花入各眼而已。有些人拿
着入门拍的可以看着很舒服，有些人器材换到了顶级，技术
理论背的烂熟于心，还是拍不出看着很舒服的照片，问题出
在哪里？我个人觉得是很多人满脑子都是技术数据，理论方
法，拍照的时候都是想的太多，选择太多，反而不能专心的



带着真性情去拍照，带着自我情绪去表达美。本来有想法的，
却被那些平熟于心的构图法则理论不断干扰。总纠结要芝麻
还是要玉米，结果弄的四不像。

构图其实就是发现美，然后合理表达美

所谓审美，就是老一辈摄影家通俗形象说的：摄影眼。比如
你和朋友下班走过路边，别人看到：头上路灯正暖，旁边车
流正浓，天空深蓝如诗，瞬间就掏出相机拍了一张。你却没
发现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交融美景而悄然走过。如果连
发现美的线索的意识还不能具备，谈构图不是为时尚早？所
以我一直提倡构图更多关系的是感性的审美问题。这个不是
只看大师的摄影作品可以解决的，综合来说，是提高自己美
的修养，美的灵感。能够第一时间去对美的事务有一定敏感
度，先瞬间发现美，发现值得拍的东西，然后再训练合理的
构图。有一些人认为学摄影最有效的途径是看大师作品，我
倒是不以为然，开玩笑的说，你见过只临摹别人作品而成就
自己画风的绘画大师吗？临摹也好，欣赏作品也罢，只是学
习一种方式，借鉴参考罢了。更多的东西是在摄影之外，你
对这个世界，生活，四季元素的美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个，
看了几万张大师作品，会的还只是模仿临摹而已，又没有大
师那个境界与思想，所以也就搞的四不像的东西出来。

至少在画面感上，会有更多的情绪表达与美的角度。如果没
有这个文学修养与积累，把西湖拍的万紫千红，霓虹灯下醉
生梦死的感觉，那就不是西湖，因为西湖早在上千年的文人
墨客熏染下，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浓妆淡抹总相宜，淡雅的
风格是苏轼当年在规划西湖已经定了格局的美。我到过西湖
二十余次，看过雪湖，雨湖，晨湖，以及她的四季轮回，却
还是总觉得没有看懂西湖。

所以，我理解的构图，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你举起相机之前
的事情。举起相机之前是感性的，举起相机之后，怎么拍才
是夹杂了理性的技术理论应用。这点学习一定要分开，如果



总是满脑子理性的数据与理论去构图，先不说拍的美不美，
至少作品少了几许”人味“，当然，这个”人味“是调侃的
说法，意思就是少了一种性情之美在里面，既然是逻辑理论，
那是可以模仿的，就是工业标准一样，谁都可以去模仿出来，
那就不用去谈构图，直接找和别人一样角度克隆拷贝就好了。
构图之所以是摄影之美的精髓，最大的魅力是每个人眼中的
世界都是不同的。我可以从你的眼里发现另外一个我所看不
到的世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对系统的学习构图的建议

庄子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世间万物，在你上班图
中，在你家里小区树下，甚至地上摆放几个石头，都是可以
训练一种线条审美的能力的，如果过分局限于一张图上去分
析，未免太束缚了眼界。所谓构图学习与训练，就是从纷乱
的世界元素中重新有序的组合你眼里的世界。

一谈系统学习，很多影友就会理解为应该有类似一二三四那
样的条款，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如手把手教写字一样，
我个人理解的系统学习只是一个学习的方法，思路，而不是
手把手去临摹什么。文字分享大概也只能去谈方法与思路。
我个人分享点十来年摄影学习下来对于构图学习与养成一点
看法，仅供部分影友参考。

1、多从美术作品中寻求灵感与创意，摄影与绘画本源一家，
没有必要把眼睛一直盯着摄影界而看不到其他艺术形式。美
术作品不仅仅要看西方的，也要学会欣赏东方不同时期的美
术作品才好。西方画处印象派之外，早起更多注重的写实，
凹凸感较强，符合光影逻辑以及营造的空间感。而东方画，
特别是宋之后的文人画，更多的写意线条之上的简约美，也
是很符合摄影构图的”减法“美学的。看的多了，自然而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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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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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苏州博物馆与苏州火车站的
设计就是集成了用光的精髓。这些都是生活在身边的大美，
但却无言之美。如果视而不见，再抱着相机去刻意说是去发
现美，未免有些舍近求远了。

3、厚点文学修养可以使你更加诗意的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
一味在枯燥的逻辑理论数据之间辗转反复却又无味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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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数据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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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是与
拍摄内心情绪感受是息息相关的。佛家有言：菩萨眼里皆菩
萨，众生眼里皆众生就是这个道理。

总结：

摄影无论如何，最终的作品是艺术。如果你只是随拍记录，
可以什么都不用学习，自动挡拍摄即可。如果想上升到美的
领域，那就是上升到艺术的领域，既然是艺术，那就是感性
的，是给人看的，是传达的人的因素。而不是拍出一堆照片
在那分析理论数据的。最后建议初学者不要嫌弃摄影学习的
麻烦与漫长，踏实的摄影学习是没有速成的，让相机伴随你
一生的美的修炼又有什么不好呢？之前谈摄影后期时，任何
艺术修炼都是没有速成的，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器材
有钱就可以任性，但知识与阅历的积累这不是钱可以买来的。

摄影课构图体会篇四

给人以满足的感觉，画面结构完美无缺，安排巧妙，对应而
平衡。常用于月夜、水面、夜景、新闻等题材。

2.对称式构图



具有平衡、稳定、相对的特点。

缺点：呆板、缺少变化，

常用于表现对称的物体、建筑、特殊风格的物体。

3.变化式构图

景物故意安排在某一角或某一边，能给人以思考和想象，并
留下进一步判断的余地。富于韵味和情趣。常用于山水小景、
体育运动、艺术摄影、幽默照片等。

4.对角线构图

把主体安排在对角线上，能有效利用画面对角线的长度，同
时也能使陪体与主体发生直接关系。

富于动感，显得活泼，容易产生线条的汇聚趋势，吸引人的
视线，达到突出主体的效果(例如聚光灯照射主体)。

5.x形构图

线条、影调按x形布局，透视感强，有利于把人们视线由四周
引向中心，或景物具有从中心向四周逐渐放大的特点。常用
于建筑、大桥、公路、田野等题材。

摄影课构图体会篇五

摄影是一门艺术，通过摄像机镜头记录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而立体摄影则是摄影的一种形式，通过巧妙的构图技巧，使
照片拥有立体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我多年的摄影
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立体摄影构图的重要性，下面我将
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立体摄影构图需要充分理解景深的概念。景深是指摄
影画面中显示清晰的范围，它是立体感的基础。在构图时，
我们要合理安排前景、主体和背景的位置，通过调整焦距和
光圈大小来控制景深。较大的光圈可以使主体清晰而将背景
模糊，这样可以突出主体的立体感；而较小的光圈则可以使
整个画面都保持清晰，这样可以让观察者感受到更多的立体
效果。

其次，光线的利用也是立体摄影构图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光
线的角度和亮度可以改变物体的阴影、反射和明暗关系，从
而增强立体感。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拍摄角度和使用灯光的角
度来调整光线的效果。例如，斜光可以突出物体的质感和深
度，而逆光可以形成明暗对比，提高画面的立体感。因此，
合理利用光线可以使照片更具立体感。

第三，在构图时要注意透视关系。透视是指由于相对位置不
同而产生的物体大小和形变的现象。正确把握透视关系对于
立体摄影构图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拍摄位置、选择
合适的镜头焦距以及远近物体的分布来展现透视效果，形成
虚实结合的立体效果。例如，在拍摄城市街景时，可以选择
适当的拍摄角度，使远处的建筑物显得较小，而近处的建筑
物显得较大，从而产生立体感。

第四，运用对比和重复的原理可以增加照片的立体感。对比
是指将两种或以上的事物相对比较，突出它们之间的对立。
对比可以体现事物的差异和层次感，从而增加照片的立体感。
重复是指在画面中重复使用某个元素，形成一种节奏感。重
复可以使画面更具层次感和韵律感，从而增加照片的立体感。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颜色、形状和纹理等元素来增加对比和
重复，让照片更具立体感。

最后，运用线条和视觉中心的原理可以增强照片的立体感。
线条是构成照片的基本要素之一，它可以引导观察者的视线，
增加画面的动态和层次感。我们可以通过运用直线、曲线、



交叉线等线条形式来设计画面，使线条的方向和组合产生层
次感和视觉冲击力。视觉中心则是指画面中的焦点或者是最
重要的元素，通过巧妙地安排视觉中心的位置，可以将观察
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画面的重点，从而增强立体感。

总之，立体摄影构图是一项技巧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工作。
通过合理运用景深、光线、透视关系、对比和重复、线条和
视觉中心等各种构图原理，可以使照片拥有立体感，给人以
身临其境的感觉。在未来的摄影实践中，我将进一步研究和
探索立体摄影构图的各种技巧和方法，不断提升自己的摄影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