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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脚本与剧本写作                             课程代码：11931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脚本与剧本写作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数字媒体艺术（专科）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程。本课程主要培养考生掌握了解视听语言、分镜头、剧本创作的基本概念和

特性，提高动画剧本、动画人物、动画故事构思特性的思考分析能力。通过对脚

本绘制、视听语言、分镜头、剧本创作与写作的学习与实践，丰富考生的艺术素

养，提高考生的艺术鉴赏力和动画脚本与剧本创作实践能力。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有： 

1．掌握影视视听语言的基本概念和特性，重点掌握摄像机镜头运动的基本特

点与规律。 
2．掌握动画脚本、分镜头的基本概念和特性，特别是重点了解一些优秀的动

画分镜头作品的特点，寻找出其创作规律； 
3．重点掌握动画剧本中塑造人物的技巧，了解动画片中塑造的人物与其对白

的关系，特别是在动画剧本中塑造人物的时代特征，以及对动画人物习惯动作及

口头禅的设计； 
4．重点学习素材与题材的关系，如何以动画的视角讲述故事，了解情节与冲

突的关系； 
5．了解影院动画片和电视动画片脚本的特点以及创作技巧，掌握动画短片的

概念及特点、动画短片创意的技巧； 
6．了解各国动画脚本的风格流派、语言特征、民族特性；重点学习美国、日

本动画剧本创作中的优点。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脚本与剧本写作课程是数字媒体专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课程，本课程基本

概括了本专业所需掌握相关数字动画设计、数字影视合成、数字媒体视频编辑的

知识和实践，对进一步学习其它课程打下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同时也需掌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知识。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动画剧作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动画剧本创作的基本概念，理解剧本、动画的特性。了解动画剧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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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了解动画剧本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动画剧本的基本概念（重点） 
识记：剧本概念、剧本的特性与格式，动画剧本的内容 
理解：动画剧本的特性，逻辑与幻想的矛盾，动画片的主题内涵 
应用：动画剧本创作的基本概念；动画剧本写作的格式 

（二）动画剧本的特性（次重点） 
识记：动画剧本的基本特性；动画逻辑与幻想、融入情感的想象 
理解：广泛阅读和欣赏动画剧本，提高自己的艺术欣赏和鉴赏能力。 
应用：通过对动画作品的欣赏和比较，了解和熟悉不同的动画主题表达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广泛阅读和欣赏动画剧本等 
理解：与众不同的动画世界 
应用：初步接触各类主题动画 
 

第二章  动画剧本中的人物塑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动画剧本人物塑造的基本概念，理解动画剧本人物的重要性。了解动画

人物的人性特点，了解动画剧本人物塑造的基本知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动画人物的剧作特征（重点） 
识记：剧本人物的性格、剧本人物的表现力，动画人物造型 
理解：动画剧本人物的重要性，动画人物的人性特点 
应用：动画人物创作的基本塑造 

（二）动画剧本人物的造型与对白（次重点） 
识记：动画剧本人物的基本造型、动画人物与剧本融入情感的想象 
理解：提高对动画剧本人物的想象力，提高自己对动画人物的塑造能力。 
应用：通过对动画人物的塑造，了解和熟悉不同的时代特征的动画人物表达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动画剧本人物的定型化与类型化等 
理解：动画人物与时代特征的联系 
应用：初步接触动画人物的塑造 
 

第三章  动画剧本的故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动画剧本题材与素材的塑造提炼，理解动画剧本结构的重要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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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画剧本的素材与题材特征（重点） 
识记：动画剧本素材与题材的提炼 
理解：以动画剧本角度去讲动画故事 
应用：动画剧本素材与题材的来源 

（二）动画剧本人物的造型与对白（次重点） 
识记：动画剧本的情节、冲突与动画剧本结构 
理解：提高对动画剧本情节与冲突的写作能力 
应用：对动画剧本情节与冲突的理解，了解和熟悉不同的动画剧本结构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动画剧本的三要素设定 
理解：情节、冲突与剧本结构的的关系 
应用：剧本结构 

 

第四章  动画剧本的改编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动画剧本的改编方法，理解动画剧本改编的重要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动画剧本的改编（重点） 
识记：动画剧本改编的方法和来源 
理解：动画剧改编的几种方式 
应用：动画剧本改编的完善 

（二）动画剧本改编的技巧（次重点） 
识记：动画剧本的戏剧化结构。 
理解：对动画剧本故事结构的戏剧化调整 
应用：对动画剧本故事结构戏剧化的理解，了解和熟悉不同的动画戏剧氛围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动画剧本的改编方式 
理解：故事结构和戏剧化冲突 
应用：熟悉和掌握动画戏剧结构氛围 

 

第五章  影院动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影院动画的特点，理解影院动画的创作技巧。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动画剧本的改编（重点） 
识记：影院动画的特点 
理解：影院动画的视觉性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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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影院动画的游乐场特点 
（二）动画剧本改编的技巧（次重点） 

识记：影院动画的创作技巧 
理解：影院动画的卡通角色 
应用：关于影院动画篇的故事模式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影院动画的视觉奇观 
理解：影院动画片卡通角色的设定 
应用：影院动画片的故事模式 

 

第六章  电视动画片剧本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电视动画片的特点，理解电视动画片的创作手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电视动画片的创作（重点） 
识记：电视动画片的特点，电视动画片系列片与连续剧的创作规律，电视

动画片的创作手法 
理解：电视动画片与主题、人物、未来观众群的设定 
应用：预先的、剧本创作前对未来观众群的设定 

（二）电视动画片的系列性与连续性（次重点） 
识记：影院动画的创作技巧 
理解：电视动画片系列片与连续剧的创作规律 
应用：对电视动画片系列片与连续剧的故事性讲述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电视动画片的创作手法 
理解：电视动画片人物创作、故事构思的技巧 
应用：电视动画片系列片与连续剧的“第一集”的重要性 

 

第七章  动画短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学习动画短片的概念、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动画短片的概念与特点（重点） 
识记：动画短片的特点，动画短片的创意技巧等 
理解：动画短片形式与内容的新颖性 
应用：动画短片的创作主题挖掘 

（二）动画短片的创意技巧（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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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动画短片故事结构的简化 
理解：动画短片的创作主题挖掘 
应用：动画短片的独特情感与韵味 

（三）工具与准备工作（一般） 
识记：动画短片的创意技巧 
理解：动画短片人物创作、故事内涵的挖掘 
应用：动画短片的独特情感与韵味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

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

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

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

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

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教材 

1．指定教材：影视动画剧本创作，葛竞，海洋出版社，2005 年版 
2．参考教材：影视动画经典剧本赏析，马华，海洋出版社，2006 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

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

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

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

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

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

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

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

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

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

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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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

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

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

发引导。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

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 6 学分，建议总课时 108 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1 动画剧本概论 12 
2 动画剧本中的人物塑造 16 
3 动画剧本的故事 16 
4 改编 16 
5 影院动画 16 
6 电视动画片剧本 16 
7 动画短片 16 

合     计 108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

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为 20%、“理解”为

40%、“应用”为 4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较易、较难、难比例为 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 60%，次重点占 30%，一

般占 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50 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 分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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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题型示例（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

上的相应字母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真正的卡通是真实或可能的事物加上 
 A．幻想和夸张  B．情感和情绪 
 C．拟人和对比   D．情景和气氛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动画片的首要责任是把       卡通化。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剧本 
2．序幕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简述动画剧本的特点。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论述动画片中人物特征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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