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課老師：張萬興

數位攝影技巧



認識相機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類單眼優缺：

優點：1.輕巧好帶 2.價格較平易近人

3.焦段倍率長 4.造型多變
缺點：1.感光元件小 2.不易拍出淺景深

3.週邊配件少 4.最小光圈多半只有8



單眼優缺：

優點：1.畫質好 2.鏡頭多 3.週邊配件完整
4.高ISO與淺景深

缺點：1.單價高 2.重量重 3.體積大



佳能相機 EDS5D3



尼康 D800



影像的形成

• 曝光三角：光圈，快門，ISO感光度

• 光圈：控制可以進入你相機的光線數量。

• 快門：控制光線進入你相機的時間長短。

• ISO感光度：控制你的相機對光線的靈敏度。

http://www.photoblog.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0/11/pic1.jpg?0550c7
http://www.photoblog.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0/11/pic1.jpg?0550c7


認識光圈

光圈是隱藏在鏡頭裏的一扇窗。
陽光很猛，窗的大小便能控制
多少光線進入屋內。
用來控制多少光線進入，照射
到相機的感光元件上。



認識光圈



f 1.8 、 2.8 、4 、5.6 、8 、11 、16 、

22 、32 、64



認識快門
• 快門速度

• 在快門打開後，相機的感應器就會曝露於光線之下。所謂
「快門速度」，其實是代表光線獲准進入相機的時間有多
長。「快門速度」和「曝光時間」所指的其實都是同一樣
東西，快門愈快，代表曝光時間更短。

• 從在數字上來看，快門速度是曝光三角中最簡單的：這和
進入相機的光量有直接關係。舉個例說，當曝光時間增加
一倍，進入相機的光量亦增加一倍。而快門設定為相片所
帶來的可能性，亦是三個數字中最高的。

• 慢快門最常見的用法，就將瀑布模糊或者是拍攝夜景。在
正常狀況下，我們都不會常常使用慢快門來避免手震（因
快門愈慢，你的手就會愈震，震來震去的相機，快門也跟
着一起震來震上，拍出來的照片就模糊了）。適當的快門
運用，可為相片加上一點創意。



認識感光度ISO
• 感光元件CCD的感光能力，數值越高，

• 吸收光的能力越強，越適合在黑暗的

• 環境下進行拍攝。

• ISO 50，64，100，200，400，800 粒子細，質感好，細
節詳細

• ISO 1600，3200，6400..... 

• 粒子粗，感光快，細節少

• SO高低決定了相機對進來的光線的敏感度。這和快門速度
相似，數字增加和曝光增減成1：1比例。然而，和光圈及
快門速度不同，對攝影師來說，ISO通常是愈低愈好，因
為更高的ISO，通常都會大幅提昇相片雜訊。因此，通常
在光圈和快門吸不夠所需光線，例如是在黑夜或極昏暗的
情況下，攝影師才會提高ISO。



拍照模式



自動模式

• 在這模式下，相機會自動幫你決定所有你可以設定的東西，
包括：快門速度、光圈、ISO、白平衡、對焦模式和閃光
燈。相機會根據鏡頭所見的環境自動判斷，拍出最好的照
片。

• 記住，使用這種模式拍攝時，你並無告訴相機你到底在拍
些什麼東西。相機只是「猜想」你想拍些什麼。這時候你
可以試試用下面的自動模式，給相機多一點提示，告訴它
到底你要拍的是什麼東西。除此之外只要按快門就可以了，
你仍然是不需要作任何調較的！





人像模式

• 當使用人像模式時，相機會自動選擇大光圈(如
f/1.4 、f/2.8之類，f/值的數值較小，但實際光圈
直徑較大)。使用大光圈拍攝，能容易地令你相片除
目標對象外，背景都變得模模糊糊（所謂的淺景深），
以突出人像主題。





運動模式

• 這模式供你在拍攝一件移動中的物件時使用。（一些相機會
稱之為「動作模式」）。在拍攝例如是運動選手、寵物、汽
車、野生動物、小朋友時十分有用。運動模式主要是利用高
速的快門來凝固拍攝對象的動作。

• 要成功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除了使用這模式外，你亦可以
嘗試跟隨物件移動，來增加成功拍攝的機會，又或者預測物
件的移動方向，在估計他會出現的位置上等待機會按下快門，
當然這就視乎你的個人功力了！





夜間模式

• 夜間模式主要是讓你在昏暗的環境下進行拍攝。這模式會
令你的相機快門變慢，以長時間曝光，去拍攝黑暗中的物
件及背景細節。注意，使用夜間模式，需輔以「三角架」
穩定相機。





微距模式

• 微距模式（有人稱為近拍模式、花花模式）讓你可以移近
你的拍攝對象，拍攝出近距離而且清晰、突出細節的作品。
這模式在拍攝花朵、昆蟲以及其他例如是錢幣的小型物件
時很有用。不同的數碼相機都會有不同的微距拍攝能力以
及不同最短拍攝距離。以小ＤＣ為例，拍攝距離最近是離
的距離，一般是離對象2-10厘米。





風景模式

• 這個模式和人像模式剛好相反。使用風景模式時，光圈會
收細（f值變大）。整幅相片都變得清晰（所謂深景深，
即不會如人像般背景朦朧）。這模式會盡量確保你相片的
整個畫面都是清晰不會朦掉。因此，如果你想拍攝一張整
個畫面的風景細節紋理都是清晰的相片時，就最好選用這
個模式了。而由於相機的光圈被收細了，相機的曝光時間
有可能會變久。這時候最好用三腳架來固定相機，避免手
震令相片模糊。





進階拍攝模式



曝光設定

• 光圈先決 (A or AV)

• 快門先決 (S or TV)

• 程式模式 (P)



A模式（Aperture-priority Mode）
A模式，又稱為光圈先決模式。由你控制進光量（光圈F值），

相機再依據設定的光圈值，產生相對應的快門數值。



S模式（Shutter-Priority Mode）

• S模式，為快門先決模式。這次相機讓你決定快門速度，
它再自動產生光圈值。假如拍攝目標是正在移動中人或動
物，可使用高速快門（快門數據上的分母數越大）來凝結
他們的動作。反之，當你想塑造細水長流或車水馬龍的感
覺，使用慢速快門（快門數據上的分母數越小，甚至出現
1"），讓移動的軌跡停留在畫面上。





P模式（Program AE Mode）

• P模式（Program AE），為程式自動曝光。由相機自動進
行測光，然後產生一組光圈、快門數值，讓照片獲得均勻
的曝光。新手可藉著P模式，瞭解光圈和快門的搭配規則。
跟Auto比較起來，P模式相當「人性化」，因為它能自由
地調整感光度、對焦點、測光模式、EV曝光值等。好處是
在各種不同的拍攝場景，可靈活運用。



在P模式中，除了光圈跟快門由相機決定之外，紅色圈圈的
設定都可自由調整。



M模式（Manual Mode）

• M模式，這就沒有「誰先決」的問題，完全是「靠自己」
的拍攝模式。光圈、快門或感光度的設定，都交給你去判
斷。使用M模式時，可能會遇到曝光過度或不足的情形，
這時可根據曝光指示器（EV值）的跑動，來調整光圈或快
門，讓照片的曝光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想讓畫面更
有個人風格，M模式是一個極具創意思考的拍攝模式噢！



手動模式 (M)

• 在此模式下你可以完全控制你的相機。
• 由快門、光圈、ＩＳＯ、白平衡、閃光燈等都是自行設定。

要學攝影的話，今天開始使用M Mode吧！



拍出模糊相片的原因

• （一）自己/手/相機移動

•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便是身體，特別是手(即時手震)，
或是相機在快門開啟時移動。

• 身體：若果手持相機的姿勢不好，重心不夠穩定，身體便
很易移動，特別是在蹲下時更甚；

• 「手震」：就算你的手有多麼穩定，正常的人類一定會有
「手震」的情況發生，當然，若果你的手震得越明顯，相
片變更容易變模糊了；

• 相機：即使你也相機架在三角架上，若果三腳架不夠穩定，
或是風太大，也會令相機移動，導致相片模糊。



拍出模糊相片的原因

• （二）被拍攝之物件/人物移動

• 另外一個會令相片模糊的因素便是被攝之物件或人物移動，
這樣就算你的相機很穩固，若果快門不夠快，也會令相片
喪失清晰度。其中很容易理解的例子，便是在拍攝行駛中
的汽車時，直接拍攝有機會令相片變模糊。

• （三）對焦失敗

• 最後一個很有機會令相片不夠清楚的原因便是對焦失敗 -
特別是在大光圈或淺景深下，若果對焦點不是放在主體上，
主體便很大機會變模糊了！



拍出模糊相片的原因

• （四）使用不適當的ISO

• 以往菲林/底片時代，ISO不能隨意改變，但現在數碼相機
非常方便，只要一個按扭便可以改變感光度了，因此我們
應該好好利用這個發明！很多攝影新手也不知道甚麼時候
要使用高ISO，這裏有一些心得供各位參考，看看有沒有
用？

• 大白天戶外攝影盡量使用低ISO (如ISO100)，有助提升相
片質素；

• 手持於黑夜/暗的環境拍攝，先嘗試調大光圈，看看快門
是否於安全快門內，若果不能保持安全快門，再逐部調升
ISO，直至快門到達安全快門的速度；

• 拍攝一些移動中的物體，如飛鳥、賽車等，就算是大白天
也請適當地提升ISO，如ISO400-800，好讓快門速度更快
來捕捉移動的畫面。



令相片保持清晰的方法
拍照小秘訣

（一）半按鎖定對焦

• 這個看來很正常的常識原來很多新手也不知道！拍攝前記
得半按把主體對焦，相機的對焦點通常會變成綠色，證明
主體已經對焦了，若果要構圖，可以一直半按著快門，相
機會自行把對焦點鎖定的。



令相片保持清晰的方法
拍照小秘訣

（二）避免手震，留意安全快門

• 手震是大多數相片變模糊的原因，其實解決方法很簡單，
就是留意「安全快門」，安全快門的算法是：

• 安全快門 = (1 / 焦距) 秒

• 例子：如在使用200mm的焦距拍攝雀鳥時，我們的安全快
門理論上是1/200秒，即是若果快門速度是慢於1/200秒，
相片便會因手震而變模糊。

• 但要留意一點的是，一般正常人手持時快門速度不可以慢
於1/50秒，所以就算你是用18mm的焦距，手持時的「安全
快門」仍然要快於1/50秒，而不是計算的1/18秒。



令相片保持清晰的方法
拍照小秘訣

（三）光圈調整和ISO的組合

• 「快門速度」是重要的一環，那麼怎樣可以確保快門速度
的正確呢？這時便要留意光圈和ISO的組合：

• (步驟一) 先決定光圈 - 光圈越大，景深越淺(背景變模
糊)。

• (步驟二) 決定ISO值 - 按光圈的大小和相機的內置測光
錶來判斷ISO值應否調高，若果發現於該光圈值曝光不足，
便最後提高ISO，來確保快門是在安全快門的範圍內。

• 小Tip：善用自動ISO功能。



令相片保持清晰的方法
拍照小秘訣

（四）利用閃光燈
利用閃光燈增加光線的數量和強度。其中一個最容易的例
子就是利用閃光燈，在閃光燈的有效範圍內其光線能足夠
把物件照亮，那麼光圈不一定要 大，ISO值也不一定要高
也能使快門速度保持在適當的數值。當然閃光燈的應用為
一門比較高深的學問。

（五）利用三腳架
避免手持拍攝，選擇一個穩固的三腳架能讓你使用慢快門
又保持相片清晰。



令相片保持清晰的方法
拍照小秘訣

（六）好好的手持相機

• 一定要用良好、穩固的姿勢來手持相機，最好把重心跟腳
的同一直線，按下快門時一併閉著呼吸，這樣可以令相機
更穩定。

（七）先對焦，後構圖

• 為免對焦點茖在非主體上，從而令主體模糊，我們可以把
相機設為「單點對焦」，然後半按快門對焦，才移動相機
作構圖。這樣相機便會鎖定對焦，直至完全按下快門為止。



拍照注意事項







構圖技巧：三分法則

• 「井」字構圖
• 構圖是決定一幅攝影作品優劣的第一步。當中不涉及高深

光學原理之餘，一幅好的構圖，甚至是讓人覺得「漂亮」
的唯一元素。要學構圖，最基本的就是學習三分法則。所
謂三分法則，即把畫面劃分成9個等分，成為一個「井」
字。筆者在下面會用不同相片進行詳解：

• 三分法則最常用於拍攝人像，就是將畫面分成「上」「中」
「下」或者是「左」「中」「右」三等分。三分法則的原
理是，人們的目光總是自然地落在一幅畫面三分之二處的
位置上，將你拍攝的物品放在這些位置，效果會比位於中
心位置更好，更能抓緊人們的眼球。



攝影時，如何可以將主體安排在這4個分割點附近，就可以
更好地發揮拍攝主體在畫面上的組織作用，令周圍的景物協
調感和聯繫感加強，視覺效果更好。

根據經驗法則, 線條與分割線接近, 
主體與黃金點接近, 在視覺上都可
獲得舒適平穩的感覺。

• 初學者很應該好好利用黃
金分割的方法來拍攝相片，
雖然不是每一張相片也應
該用上這種技巧，但黃金
分割確實是攝影、建築、
藝術等最基本的知識之一，
必須好好掌握和練習！

• 拿起相機, 面對眼前一片
美景, 你要選擇那一個角
度按下快門呢 ?



怎樣避免變成「只懂按快門」的人？

（一） 多思考

• 不要在拿起相機時才思考！要培養出「攝影眼」，不是一
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因此除了拿起相機時要思考才按快門，
不常在做其他工作、逛街、吃飯，甚至是上厠所時也可以
思考研究一下怎樣拍攝：

• 找主題：這裏有甚麼值得拍攝的呢？

• 突出主題：要怎樣拍攝才可以令主題更明確呢？

• 光和影：怎樣捕捉光和影？

• 構圖：該用甚麼構圖？

• 光圈、快門、ISO：試試自己按該環境來預設一些組合

• 色彩：在這個環境下該用甚麼色彩來表達？



怎樣避免變成「只懂按快門」的人？

（二） 你是在留下一個「故事」

• 要成為出色的攝影師，每一張相片總會留下一個故事。當
相片正在記錄一個人或是一個時間內的故事，你便替這張
相片加添了生命和意義 - 它不再只是一個感光元件下的
「影像」了！所以在拍攝前先問一問自己，這張相片會有
甚麼「故事」嗎？

（三） 減少，而不是增加

• 人總是貪心的，但在攝影世界內，「減少」會比「增加」
來得好，當你一張相片內充滿元素，有數十個想表達的主
題，往往這張相片會雜亂無章，令讀者根本不知道你想在
拍甚麼！因此要令攝影技巧進步，不妨「減少」你想包含
的元素，令主題更明確吧！



怎樣避免變成「只懂按快門」的人？

（四）試試拍攝「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 當你在拍攝了數千張、甚至是數萬張上相片的時候，便會
發覺很多相片的構圖、概念、拍攝方法等也相同，這時你
可以試試去拍攝一 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例如：

Ａ.拍攝特寫

Ｂ.在在不同的角度拍攝 (極端的角度可能更有趣)

Ｃ.在特別的時間拍攝 (例如月圓夜、深夜、日出前，甚

至是季節性/大自然的，如當一些動物遷徙到該地時、

剛下雪/雨時等等)

Ｄ.利用快/慢快門



怎樣避免變成「只懂按快門」的人？

（五） 不要讓器材操控你

• 老實說，更新、更強的器材真的會令人著迷！但是這樣的

追求對攝影師來說沒有多大用途，反而會讓器材操控你 -

彷彿沒有強勁的器材便不能拍出好相片。但其實只要多練

習以上的四點，無論你是在用甚麼相機鏡頭，總可以靠著

你個人的技巧和腦袋去拍出絕徍的作品！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 有空歡迎參觀萬興的部落格：

• 奇摩部落格：車路墘攝影家部落格

• 電子郵件：socb7776@gmail.com

• LINE：socb7776

http://tw.myblog.yahoo.com/socb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