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摄影实践心得体会 摄影心得体
会(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
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
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摄影实践心得体会篇一

喜欢摄影，很简单的是因为它能记录下动人的瞬间，能在以
后的日子久久回味当时按下快门的情景、心境。但是摄影并
不等于照相，摄影是倾注你的情感于照片上，每按一下快门
都应该思考为什么要拍下这张照片，它的意义，如何运用手
中仅有的工具去表达你心中想表现的东西。

用美学构图对摄影来说是创作的第一步。

从创作角度来说，构图本身不能成为目的，摄影构图应最大
可能的阐述艺术家的原始构思，更好的表现照片的主题内容，
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使作品更有艺术感染力，能给观众留
下深刻的印象。它的基本要求是鲜明、易懂、有视觉冲击力。
一副杰出构图的产生和摄影者不畏艰险、冷静果敢的品质是
分不开的。作为一名摄影师，还应该具备一种能力，即当我
们观察生活中的具体的物象，无论是人是树、是建筑还是花
卉，往往需要撇开他们的一般性的属性，而仅仅把他们看作
是各类形态的组合，即点、线、面、肌理、明暗、色调等诸
多元素的组合体。这有助于摄影者运用各种造型手段，在画
面上通过对纯形式的分析，冷静的组织和安排画面，竭力使
之契合人们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口味。只有内容和形式的完美
结合并为观赏者所真切感受时，才能取得满意的视觉效果。

对于摄影来说用光绝对是很重要的技术因素。



首要的是你要提高户外对光线的敏锐感觉，凭经验能预见到
照片出来的效果。当你培养起这种敏锐感觉后，你就知道什
么时候的光线是你想要的，什么时候应该收起相机去吃午饭。
你拍摄的主题越小就越容易用光。肖像，昆虫和花卉摄影基
本上都要布置光线;拍风景的时候就只能等合适的光线来拍。
在山岳摄影中要等到合适的光线往往要等到合适的季节、合
适的日子、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天气。

用艺术构思完成摄影创作。

所谓艺术构思，即以艺术的视角表现主题思想，这要求摄影
者在拍摄之前或是在拍摄期间就要做好构思，如何使画面表
现的更加完美。审美能力是摄影师或者说出色的摄影师必须
具备的素质。在摄影创作的过程中，用美的眼光去看世界，
能在自然的环境中发现美，在眼前的摄影过程中找到美，这
是弥足珍贵的。对于摄影人而言，创作欲望和创作热情更加
可贵。我认为这和爱好或者说对摄影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有
很大的关系。摄影创作要能吃苦，要经常出去采风，就像画
家要经常出去写生一样。坐在家里是不能进行摄影创作的，
更不会有艺术作品的产生。

我的20xx---几点摄影心得体会

时间过的真快，20xx已至岁末，恍惚间已在zol混了多年。在
期间认识了诸位朋友，虽未曾谋面，但已若知己，同时也得
到了各位师长的谆谆教诲。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也写
了几篇不成文的心得体会，没什么技术含量，越学习越觉得
自己的肤浅与无知。现将部分整理如下，同时按一些朋友的
建议，把以前写的几个帖子收集在一起，供大家参考，也请
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1、“断章取义”---简述摄影画框的意义：

2、浅谈几点秋景拍摄中的小问题：



3、从摄影作品中学摄影：

4、无声的语言---摄影:

5、光影的魅力：

6、市井故事 黑白魅力：

7、摄影时的心理思考和准备：

8、摄影人一辈子的学问---构图：

10、诗情画意写秋色：

12、再谈hdr摄影：

13、抓住瞬间的力量：

14、浅谈摄影中的几个问题：

15、“提炼”---摄影的魅力：

16、学会欣赏，从点评中吸收营养：

17、浅谈花卉摄影中的几个问题 ：

23、如何欣赏摄影作品：

24、透视在摄影中的作用：

30、晨昏的艺术---浅谈黑卡技术：

32、浅谈对“光圈”使用的认识 ：

33、给摄友的一些建议：



34、重视背景的选择和作用 ：

35、再谈“红外摄影”的一点体会 ：

36、浅谈对风景摄影的一些认识：

38、以菊明志---浅谈菊花的拍摄：

41、暗香盈动---浅谈荷花的拍摄：

43、怎样合理选择设备---篇：

45、最简单实用的人像磨皮软件

46、背景是拍花成功的基础

47、细微之见---浅谈“微距摄影”

48、怎样拍摄出更加“锐”的照片

49、浅谈“hdr”效果

50、简单易用的“降噪滤镜”

52、浅谈对ps调色处理的理解

摄影实践心得体会篇二

但这些，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觉得自己也是比较幸
运的。我有机会提前接触一下社会，去体验赚钱的辛酸，真
正理解什么叫做血汗钱。尤其是在龙摄影，每天接触各种各
样的顾客，真的是有机会遇见各种极品的人。但在这种服务
行业，你必须笑脸迎人，即使你心中有各种的不爽，这不是
虚假伪装，而是你必须做的，你的工作，你的责任。单位里



的老师们都说我们有必要早点出来看看社会，可以学到很多
书本没有的treasure(宝藏)。同时，我也认为这一切也是应该
的，我们都是是十九二十岁的人，即使无法自己供自己上学
生活，但也是时候为家里分担点压力了，父母赚钱不容易，
养家很辛苦，这也是给他们的一份好礼物啊。作为一个学外
语的`人，我们经常听到外国学生勤工俭学的例子，这是我们
应该好好学习的。在龙摄影工作的期间，身体上的劳累，逼
我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不敢随便熬夜，不然第二天就惨了，
没精神干活。

摄影实践心得体会篇三

4月14日参加了三公司组织的摄影培训班学习。这次学习受益
匪浅，了解了摄影的历史、来源。照相机的基本构造和基本
常识、以及在今后摄影中需要注意的小的细节。武汉三中著
名老师许瑶卿为我们理论授课。对新闻摄影，通讯员如何抓
图片新闻，数码相机的使用等内容做了详细的讲解。通过这
次学习使我对摄影有了深入的了解。我在数码摄影方面还是
个新兵，经验不多，拍得满意点的相片往往百不得一，在工
地拍摄的照片总觉得不那么满意。通过学习我知道了要想拍
出更多一点好相片，除了需要一部好的照相机之外更重要的
是利用好自己手中的照相机，提高自己摄影能力，能做到扬
其长而避其短，还需要有点摄影基础知识和美学修养，更重
要的是还需要有经验的长期积累，功到自然成，所以并非唾
手可得的易事。

以下是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在学习中许老师讲到“多拍”，从宏观上来讲就是多实践，
多积累经验，从具体来说就是不妨多试试镜头，以多为胜，
多中选优，或者在探索出最优方案后重新精心拍摄某一场景。
许老师说他目前已经拍摄了一百万张相片，在不断地拍摄中
摸索成功的经验。光学相机摄影要用胶卷，当场没法知道拍
得满意不满意，要洗出来才知道。以多为胜吧，必然要浪费



大量胶卷，成本太高，所以光学摄影往往是惜“镜”如金，
轻易不按一下快门的，乃至精思细量地抓住镜头拍上一张，
回去冲洗后才能知道结果，如果不够满意那就难了，时过境
迁想补救已来不及了，所以老摄影家常常感叹光学摄影是充
满遗憾的艺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1981年日本研究出了第一部数码相
机后，现在基本上摄影都用数码相机了。就连许老师这种资
深摄影师也在使用数码照相机拍照。数码照相机可以现时回
放观察，不满意消去重来就是了，这就是数码摄影的一大优
势。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无论是拍景还是拍物往往是先确定一
个专题，围绕专题选定若干个场景，每个场景先围着它转几
圈，拟出不同角度、不同光线条件（逆光、顺光、测光等）
下的拍摄方案，然后就毫不吝惜地猛拍一气，有时同一角度
同一方案也重复拍上好几张，然后就停下来回放，不满意的
镜头当场就删，往往十去七八，只留下两三张做初选成果。

其实不光是摄影，对待我们工作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样，
只有多做才能把事情做好。

作为新手来讲，有时相片影像模糊并不是由于对焦不准，而
是因为相机把持得不稳。一般情况下，对于新手来说，当曝
光速度低于1/60秒时己有可能影响成像的清晰。要保持相机
稳定，一是要持机姿态和力度正确，二是要按快门键的力度
适当。要练出这个基本功看来似乎很简单，却非一日之功可
得。这需要一个严谨的态度，决不能单手照相，这是对摄影
的不尊重，也是对生活的不尊重，既然你不尊重生活，那么
生活也不会尊重你，做任何事情都只会是一个失败者。

要求艺术贵在创新，不应体现在意境上，同时也应体现在画
面的形式美上，要使作品别开生面，耳目一新，就要通过形
式美的手段，不断创造新的视觉感受。

关于构图，已经有很多文章教我们如何运用黄金分割、井字



格焦点等原则，就像是画国画有一条原则：注重“留白”，
也就是说不要把画面填得太满。一是构图的对称性。除非是
想突出表现摄影主体自身的对称性，否则应偏移一点角度拍
摄，因为过于对称容易给人“死板”的感觉。二是线条过于
横平竖直容易流于刻板，要学会用另一组线条如对角线，角
度等来打破主体线条的控制。三色彩的运用很重要，光线明
暗及其对比是影响意境的很重要的因素。

摄影实践心得体会篇四

5月2日，学校邀请了摄影协会的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专
业的摄影专题讲座。这场摄影讲座让我明白每按一下快门都
应该思考为什么要拍下这张照片，它的意义，如何运用手中
仅有的工具去表达你心中想表现的`东西。我佩服一名摄影师
会有洞察事物实质的观察能力，纯熟的技巧与不断累积的经
验等。我还了解到了快门、光圈、感光度等名称及意义。我
明白了摄影不只是要熟练掌握操作相机的技巧、经典构图方
法，而是学习培养一颗习惯观察的心，把自己比作一部相机，
用静止的眼光留意这个大千世界的美丽，宏观、微观。

讲座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摄影构思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构
思、即时构思和后期构思。前期构思是在拍摄摄影作品前，
构思观察，思考如何运用摄影语言及其表现手段来表现作品
的意境，如使用什么光线、什么色彩，如何构图等；即时构
思是在拍摄一幅作品的之时即运用摄影语言及表现手法来表
现摄影作品意境的整个思维过程。摄影艺术的瞬间性决定了
即时构思成为摄影构思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环节；而后期构思
则是在拍摄后的暗室后期进行制作完成，并通过电脑进行修
复，也是摄影构思的最后环节。一张照片看似简单看似按下
快门几千分之一秒很快完成的事，其背后需要很长准备时间，
有时等待一个场景，一个机会，少不了耐心的等候，孤独的
坚持与不断的自我交流。我体会到做好任何一件事情的前提
是执着。



摄影实践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学习摄影的中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60，50，40年
龄段更是居多。影友们在一起搭伴采风。带着或几万，或几
千，或几百元的相机。自驾、包车，徒步，出国，出省，郊
区，在一起追求着美，享受着美。他们是在山水人文间寻画，
自己也成为画中人。我呢，也带着我相机，走进影友间，走
进水色山光里，其乐无穷。

因为爱好摄影共同兴趣使影友聚在一起。在休闲健身怡情养
性的同时，心中多了愉快。在多次的采风实践中，我对这个
爱好，也有了一定认识：这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段学习摄影，
不可以不当会事儿，但又不可以太当会事儿。

首先，既然走进摄影，就要学习这门综合艺术。摄影不仅仅
是简单概念的照相，它需要一定的知识积淀和文化修养，山
水风物，历史民情，都要在学习和吸纳。摄影又是含有很多
技巧，需要在长间的拍摄过程中认真地学习，做到腿勤、眼
勤、嘴勤。腿勤，就是经常出去跑跑多拍片。因为，好片是
可遇不可求的；眼勤，就是进心仔细地观察四周景物，就是
善于“找活”。嘴勤，就是多向老师们学习请教，不论你原
来什么身份，进到这个圈里，只有当学生的份，没有摆架子
的场。不下功夫，不虚心学习，懒惰而不求进取的人，很难
拍出上桌面的东西，大片总是赏赐给那些勤快的人。

其次，在勤奋的同时，还应有自己的构思与创作。采风时，
要善于发现极具特征的景物，自己培养独到的眼光。否则，
人家找地儿你楞着，人家拍片你站着，人家发片你看着，没
有拍摄的创作激情。没有成就感。那你就拿不出好东西，你
就会逐步失去摄影兴趣。离出局也便不远了。

再者，既然走进摄影，一定是置办了摄影器材。自己或者是
儿女花了几千上万的钞票，就是为了咱老有所好，老有所学，
老有所长，老有所乐，为了这份高雅的追求。为了保持良好



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你把上万元垮在了脖子上，当摆设
作秀，或是闲着这份摄影资源，实现不了其使用价值，对不
起真金白银，更是忽略了自己或身边辛苦挣钱的人。

什么事都有个度，过度了就不好；就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买相机的目的，是为了兴趣爱好健康，如果违背了
这个宗旨就错了，就过了。

第二摄影虽然叫玩，如果为了拍一个片子，去蹬山，趟河，
没有控制好精气神，到头来伤了身体，就适得其反了。

第三，这个年龄的人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大都经历过那一
段苦难岁月，明白享乐生活来之不易和懂得当今子女们工作
的辛苦。为了玩，大把的花钱买相机已经很在意了，如果再
继续无截止投入，玩不动的时候，扔下一堆被淘汰的破玩意，
是一种忘本，也是对家的不负责任。

第四，拍片就是个由头，作品就是个载体，赏片就是个消遣，
点评就是个聊天。即便去参展，也就是凑热闹，真的不必要
去太当回事儿。

摄影本身也是高雅艺术，能够怡情养性。走进摄影，也就走
进了风光，摄影间，玩中学，学着玩，学得轻松，玩得不苦。
采风不伤身，px不劳神，评片不伤友。把自己放在摄影过程里
尽享其乐，这才是应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