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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教材构思中的视觉思维

 

文字教材以文字符号传递教育信息，电视教材以视觉图像和声音传递教育信息。二者在

传播介质上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在构思、创作上的整体差异。而这个差异首先表现在构思时的

思维方式上。电视教材以一种区别于文字教材的构思方式-----视觉思维进行总体构思和创

作。本文试图对“视觉思维”从含义、特点及研究的意义几个方面进行研讨和论证。 

一、视觉思维的含义 

什么是视觉思维呢?不妨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丰收在望”是一个教学信息。编导要把

这个信息用电视画面展现出来，那么他首先就必须将能够表现“丰收在望”的生活场景或者

通过采访，或者挖掘在这方面的生活积累搜索出来：挂满枝头的苹果、网中活蹦乱跳肥美的

鲜鱼、金黄色的麦浪……生动具体的生活场景一一在作者脑际闪现。选用哪些生活场景表现

最合适、最典型呢?用什么样的排列顺序效果最鲜明、最强烈呢?编导者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

明确的选择。只在这样、当编导者的视觉思维的结果最终以生动的画面展现在电视屏幕上

时。学生们才会强烈感觉到：今年是个大丰收的好年景。这是一个最普通的视觉思维的实

例，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A、视觉思维是一种紧紧围绕具体生活场景的想象活动。 

B、视觉思维过程同时还包括选择、排列、组合等一系列理性活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视

觉思维得出这样的定义：视觉思维是电视教材(当然也可以扩展到影视艺术)创作中一种紧密

围绕视觉形象并伴随理性思维的想象活动。 

视觉思维是电视教材编导在构思中的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然而目前大多数人却仅把

视觉思维看成纯感性的思维活动，看成是大脑对生活场景简单的再现。这是一种长期来困绕

电视教材视觉思维研究的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其实，在视觉思维过程中生活场景的再现并

非单纯感性的产物，除非你毫无选择、毫无弃取，一有选择和弃取就“侵入”了理性的范围.

当某个教学信息诱发编导者对某些具体生活场景想象时，这些生活场景已经经过了大脑的筛

选、择取。表现天气炎热的生活场景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狗吐舌头”、“烈日蝉鸣”，

是因为编导者对所有表现“炎热”的场景经过筛选，认为它们最能表现教学信息所要求的

“炎热”的概念。所以，“狗吐舌头”、“烈日蝉鸣”是编导者在生活场景基础上理性思维

的结果。 

    在进一步的视觉思维活动中，生活场景并不是始终以视觉图像的形式出现的。鲁道夫·

阿恩海姆在他的代表作《视觉思维》一书中认为，通过知觉选择生成的“形象”在思维过程

中有三种表现形式：绘画、符号、记号。我们姑且可以这样理解，“绘画”即生动具体的视

觉图像。符号是这个视觉图像所包含的本质特征，记号则是这个视觉图像抽象化 后的一种代

号。比如，“烈日当空”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幅太阳光芒四射，色彩变幻无穷的电视画

面，也可以看成是代表“炎热”意义的符号，还可以看成是代表“晴天”的一种记号。在整

个视觉思维过程中“绘画、符号、记号”三种形式是交替出现的。电视教材的编导在提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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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绘画”后，并不是直接用它去思维，而是提取其内含，用表示这种内含的符号

和记号去思维。科教片《生物进化》的编导面对的是上下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和大至宇宙

小到细胞分裂的自然世界。难能可贵的是，编导没有被这些浩如烟海的生活场景所淹没，而

是剖开表象探其内核，并将它们有机地排列在“生物是进化来的”这个主题的链条周围。其

实我们在构思电视教材时，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已经遵循了这个规律去提取内核、布局

谋篇、表现主题。看似简单的视觉思维其实并不简单，它大致经历了对生活场景的丰富地想

象—对生活场景“内核”的提炼和理性思维—以生动具体的电视画面得以展现复杂的过程。 

    综上所述，视觉思维应该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视觉思维是一种紧密围绕生活场景的想象活动：第二，视觉思维并非纯感性的生

活场景的再现，而在对生活场景的选取时进行了理性思维活动；第三、视觉思维过程是一个

以生活场景为基础，提取其内核并进行排列组合，最终以电视画面展现的过程。 

二、视觉思维的特点 

    1．视觉思维始终离不开可感的视觉形象。 

    视觉思维作为电视教材区别于文字教材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是整个思维

过程始终离不开可感的视觉形象。根据教学信息唤起编导对生活场景的想象离不开视觉形

象。这一点无需赘述。根据生活场景的构思过程无论理性思维的成份有多大，仍必须以生动

的视觉图像为基础。没有那轮空中高悬的烈日的“绘画”，哪有什么代表“炎热”“晴天”

意义的符号和记号。将思维的结果用文字乃至用电视画面表现出来更是与视觉形象密不可

分。 

    笔者曾在陕西师大电教系三个班的电视教材编导课上做了这样的实验： 

    提供“XX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信息，要求设计表现这则信息的电视画面。 

    实验结果如下： 

    (一)百分之百的同学首先对白己所亲身经历的生活往事进行想象(回忆)。 

    (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根据生活的逻辑梳理出了线索。 

    焦急地等待—接到录取通知书—币兴或失望的神态。 

    (三)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学是这样设计画面的： 

    A．在街口等邮递员，在住宅附近看信箱，坐卧不宁地看书或听音乐等。 

    B．邮递员、家庭成员或老师将“信”送到主人公面前。 

    C．录取通知书特写。 

    D．考生欢呼，考生不悦(和自己的第一报考志愿不一致) 

    这个实验看似有些简单，但它能够很生动具体地显示视觉思维的过程，始终离不开可感

的视觉形象。 

    2．视觉思维建立在声画合一的基础上。 

    电视教材是一种区别于摄影、幻灯教材的视听教材，它传递教育信息一是用运动的画

面，二是用和画面相辅相成的声音（解说、音乐、效果），所以，视觉思维就必然要建立在

声画合一的基础上。大型系列片《话说运河》的开端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开端是

这样的处理的：画面：航拍长城、运河。解说：在中国的版图上长城像是阳刚的一撇，运河

恰恰似阴柔的一捺。这一撇一捺构成了汉字中的“人”字，中国人的“人”字……（大致意

思）。每当我们看到这组镜头，就情不自禁地感叹编导者独具匠心。显而易见，编导者在构

思时并不是单一地去设计画面，或者单一地去写解说词，而将二者融汇在一起去构思。只有

这样，才使得这组镜头的画面和解说词水乳交融，才使得我们对这组镜头留下那么深刻的印

象。 

    电视画面的表向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也要求视觉思维建立在声画合一的基础之上。

《生物进化》有一组狼群追逐鹿群的镜头，如果我们只看画面得出的结论是：狼吃鹿，鹿在



狼面前是个弱者，只会逃跑，跑得慢的就会丧命。而听了解说以后，我们理解就深刻多了。

解说词“无论是狼还是鹿，体弱迟钝的，在生存竞争中被逐步淘汰了。在漫长的过程中，狼

对鹿起选择作用，鹿对狼也起了选择作用。”由此可见，电视教材的画面和解说是密不可分

的。传递教育信息的任务只有在二者相得益彰的情况下才能圆满完成。而前提则是编导的构

思必须建立在“声画合一”的基础上。 

    3．电视教材的视觉思维与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异同。 

    文学的形象思维是文学界几十年争论的问题。自从毛主席在给陈毅的信中指出“诗要用

形象思维”，这场论战才告一段落。文学的形象思维要用“形象”进行思维，我们所探讨的

视觉思维也要用“形象”进行思维。那么二者是否同一概念、同一事物呢?文学是用语言文字

描写生活，读者通过想象才能理解和接受，电视教材则给观众以直观的视觉感受，那么二者

是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 

    视觉思维和形象思维同时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

异。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大体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生活场景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思维对象是

同一个大千世界。电视教材编导用视觉思维构思电视教材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生活场景。文

学家塑造文学形象时，脑海中浮现的同样是真实的生活场景，绝不会是一大堆印刷符号。问

题在于电视教材编导和文学家把他们思维的结果表现出来时，由于使用的媒介不同，电视与

文学才有了区别。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导致了视觉思维和形象思维是有区别和差异的两

种思维方式。这个差异使得电视教材编导和文学家在构思时必须时时考虑到各自表现手段的

特点和制约。 

三、研究视觉思维的意义 

    视觉思维作为电视教材的编导构思电视教材时所必然采用但又研究较少的一种思维方

式，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对视觉思维认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驾驭电视艺术手段的能

力。而这个能力的大小又直接影响到拍摄的电视教材的教学效果。所以，我们研究视觉思维

对于提高编导创作电视教材的能力，进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具有较大的意义。视觉思维

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笔者虽对这个间题有较长时间的思考，但诉诸笔端却深感捉襟见肘，

有些提法虽有新意但论据和论述却不够充实有力，在此请教于同行和专家，以期得到斧正。 

（陕西师范大学电化教育系 杨宗佑  《电化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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