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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讲政治 为政治服务



新闻摄影

政务摄影 公务摄影



为什么要学习公务摄影

在单位里你有背景吗？

你的材料写得够好吗？

你的学历、资质足够高吗？



学习公务摄影

提升差异化竞争力

捷径、上手快、效果好



        一张好的调研照

片让领导眼前一亮，谁拍

的？是你拍的，一来二去

可能领导都记不住你的相

貌，但是你就已经在领导

的潜意识里，你就是一个

有能力的人。



一张好的照片，是完

全能够一图胜千言的。



学会公务摄影

学好公务摄影



公务摄影

    公务摄影是用于政府机关、公共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等公务活动

中的影像记录工作。公务摄影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记录和宣传手段。

通过公务摄影，可以呈现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的工作风貌、领导人

形象以及各类重要活动的情况，增加公众对公务工作的了解和认同。



公务摄影重要性

首先：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认可，增加透明度和信任度。

其次：展示自己的实力和专业性，吸引公众对公务的注意。

此外：公务拍摄还有助于记录历史和重要事件。

总之：公务拍摄在公共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促进沟通、宣传和记录，

提高机构的形象和透明度。



通过照片向读者传达信息

这是一个坐在台子前的人 这可能是一位主要领导 这可能是一位领导在主持某个会议 这是一位领导在主持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们的思维会变化，
是因为画面元素在逐渐增加，依次给读者传达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好的公务照片是具有信息价值的，信息含量越大越好。



不就是更大的信息量吗？

管他西瓜还是芝麻我都给拍进来。



照片信息价值

具有积极意义和有用的元素才叫照片的信息价值

        拍摄时，要有选择性的把有价值的画面元素收进

来；同时把没有价值的与主题无关的画面元素扔出去。

一句话概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色彩也是表达信息的有效手段

加上了色彩，这瞬间唤起了我们共同的认知，这是
一个色彩鲜艳的苹果，有让人想吃一口的欲望，更
有想象力丰富的同学会联想到健康平安等信息。



日常工作中

拍摄党建的活动或会议时，
则以红色调为优先考虑,
能激发读者的红色精神共鸣。

拍摄税务办公的日常工作，
则以税务蓝和米白色调为优先。



相似的还有消防主题的火焰蓝

社区工作的志愿红



制服在公务摄影中，是非常具有信息价值
的，不仅有党徽、肩章、胸牌等，标志物
的画面元素，还有其特定的色彩，能迅速
传达很多有用的信息。



     在公务摄影中，照片的信息构成主要

包含画面元素和色彩这两点，但不限于这

两点，学会这两点能短期内快速上手，将

自己的公务摄影水平拔高一个层次。



公务摄影遇到的场景

会议 调研 工作 汇演 合影



如何开展拍摄工作

前期做好功课，熟悉会议议程、领导出行的目的。

        公务拍照要始终谨记公务是灵魂，摄影是载体。

把公务研究透彻，你的照片自然会让他人觉得眼前一亮，

不管你用的是手机还是相机，记住高端的设备永远只为

有思想的创作者服务，也就是说公务摄影重要的不是摄

影设备，而是使用设备的人。



拍摄会议照片

三个维度

空间   时间    
人



会议场景

空间直观理解就是会议规格和会场大小

10人以下、面积小于30平方的为小型会议室10-

30人，  面积为60平方以内的为中型会议室120

人以上，  为大型会议场所

空间





大取其势，小取其神，不大不小，五五分成。

会议场景

空间

如果你的工作精力满分为10分，

遇到大的会议场景则环境拍7分，人物照片拍3分，

小场景会议室由于空间有限，则人物拍7分，环境拍3分，

自己拿捏不了的会议规格，不大不小的情况下；这环境

拍5分，人物也拍5分，保证不会出错。



会议场景

时间

      拍出质量较高的照片，留给你的时间只有正式开

始后的那10-15分钟，此时的会场环境，人员精神状态

一定是最优质、最饱满的，拍出的照片也一定是质量最

高的。



拍摄顺序是：

第一主要领导一排的全景，

第二主要领导单人的近景，

第三次要领导单人近景或组合的中景，

第四参会人员的全景，

第五补充其他相关照片（提问、发言）。



会议场景

人
主要是指拍领导，整个公务摄影里最难的也就是拍领导，

我个人认为，能做到领导的神情不夸张不做作，精神饱

满，那这张照片就已经是80分以上了，如果能再通过观

察，捕捉到领导的魅力元素，如铁腕的、亲民的、实干

的等，这一系列画面语言，那这就是一副满分的领导肖

像照片；



无论领导是站姿还是坐姿取景下端在人物肚脐一线左右，

取景上端留一个头的高度，左右空间为合适，画面饱满，

但空间富裕，使读者在阅读时没有压抑感，同时选择连

拍的方式，可以有效规避领导眨眼张嘴等表情。



拍摄会议照片

三个维度

六个注意

空间   时间    
人

意识形态

个人自信

会场的秩序

快门速度

吃话筒大赛

特殊会议



会议场景

六个注意

1.意识形态

网络传媒发展迅速，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陷入舆论漩涡，

在拍摄会议时，要绝对规避有无违反八项规定、禁烟等

敏感话题及领域，要做到百密而无一疏。



会议场景

六个注意

2.个人自信

在拍摄大型会议时，就会突然社恐症发作，端着相机畏

手畏脚，不敢多角度去走动观察，这样肯定拍不出好的

会议照片，你要做到完全的自信，你是全场最专业的摄

影师，现场的一切都是你可以把控的，注意着正装。



会议场景

六个注意

3.使用静音快门

在保证快门速度足够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关闭闪光灯，合

理使用现场自然光线，使用闪光灯会打乱会场整体节奏，

突出摄影师的存在感不利于被摄对象的自然放松。



会议场景

六个注意

4.快门速度

LED显示屏背景，但是LED刷新率如果和相机快门速度不匹配则会出现频闪的

现象，会出现背景一道一道的，或者是半截黑半截有图案的情况，有时像水

波纹有时像木耳纹，这种情况只要将相机或者手机的快门速度调节到1/60秒

~1/125秒，即可解决频率问题。



会议场景

六个注意

5.吃话筒大赛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国被领导吃掉的话筒，连起来可

以绕地球5个圈，在拍摄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非常

容易犯这个错误，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即可解决，在会议

现场让自己的眼神再犀利一些，脚下再勤快一些。



会议场景

六个注意

6.特殊会议

如现场调研会、电视电话会、居民议事会、组织动员会等，

不同情形不同对待。只有通过各位多想、多拍、多练。



会议场景

效杜绝摆拍

        职业道德的底线，摆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

原则，会降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带来社会舆论的

严厉指责，对单位以及领导个人，将造成非常恶劣的社

会影响。



        活动背景可能存在入镜的破旧横幅与负责人及时沟通并清理，

这就是干涉对象但不违反真实，再比如在前往会场的路上，告知领导今

日照片的重要性，让其全程保持精神状态，这也是干涉对象，不违反真

实，随身相机包内放几个备用的党徽，拍摄党建活动时，如被摄对象有

遗失或者是未佩戴的情况第一时间补上，这同样属于干涉对象但不违反

真实。



景别

远景    全景    中景    近景    
特写













远景

用于介绍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环境

的景点，在公务摄影中，常表现

开阔的场景或宏大的场面，例如

大型会议、群众集会、文艺汇演

等题材。



它的优点：就是能够凸显整体的空间规模和气势，

能留给读者多种理解和丰富的想象空间。

给读者无限的遐想，这密密

麻麻晾晒的是什么东西？画面

中的人又在做什么？他们是哪

里的？我甚至有一种想去深入

了解的欲望。



如何拍摄远景呢？有什么技巧呢？

首先；拍摄远景时要注意画

面整体的平衡性，有地平线的

可以参考地平线，有引导线的

可以参考引导线，对构图的严

谨性要求较高。

横平竖直



如何拍摄远景呢？有什么技巧呢？

其次；处理远景画面时要做

到删繁就简，有针对性的兴趣

表达，排除一切与主题无关的

内容，观山则山观海则海，目

的性一定要特别强，



如何拍摄远景呢？有什么技巧呢？

最后，因为远景足够大包含

的信息也足够多，能充分表现

美好的一面，同样也能充分的

将缺点暴露，如果现场环境过

于杂乱无序，一定要谨慎使用

远景景别。



全景

表现被摄对象的全貌或者全身，同时；还能

表现其所处的环境和特定场景，通过环境和

场景，对被摄人物起到说明解释烘托的作用，

使读者对人物和场景有一个完整的直接的感

知。充分凸显真实性、客观性，与上面所说

的远景相比较，更加凸显被摄主体。



全景

被摄主体是几位师傅在认真工作，现场环境是高空作业，
全景的运用让读者有一个完整的感知，直呼感叹爬的这
么高得多危险啊！真让人佩服。



一位电网师傅在认真工作



如何拍摄全景

首先全景拍摄人物时，以人物全身在画面中最合适，上不切头，下不切脚，顶天立地。

其次全景可以拍一个人，可以拍一群人，也可以是事物，也可以是场景，但凡主体鲜明

的题材，都可以使用全景级别。

最后；全景适用于表现被摄主体的全貌，而这个主体是客观相对的。



中景

它是一种能够记录各式各样的人，

描述世间悲喜，表述人物关系诉说

深层次故事的景别。



中景
表现成年人膝盖以上的部分或场景局部的画面，在公务摄影中常用于人物

交流，工作记录，领导发言等题材。



与上面说的全景相比较，中景

画面降低了人物整体形象和环

境，凸显了人物的动作和表情，

注重表现人与人、人与物的相

互关系，有着非常强的叙事性。

中景

采用的是中景叙事，表现了社区
工作者和社区群众之间的关系。



同样采用的中景叙事，表现了

一名科技扶贫专家和畜牧饲料

之间的关系，两张分别表现的

人与人、人与物的相互关系，

又恰好都交代了人物的情绪，

身份相互关系和动作目的。

中景

四要素：情绪、身份、相互关系、动作目的



情绪指的是被射对象的表情和动作。

中景

身份是公务摄影照片的信息价值，对人物身份信息的表现有过相关介绍。
相互关系指的是人物的视线、人物的动作线、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线等。
动作目的，就是坐下加握手、加凝视，分别代表停下、问候、尊敬，



        摄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对生活、对事

物观察和认知的能力，爱好摄影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如何选片

选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比拍摄还重要一些。

删除曝光不准确，

对焦不清晰，画面

歪斜，构图诡异的

技术类不合格照片

删除环境杂乱，意

识形态不正确，与会

议主题严重不符的这

一类不合格照片

领导形象不佳，

如白眼、抠鼻、张

嘴打哈欠等，不合

格照片

1 2 3



如何选片



有信息价值的、信息含量越大，照片拍的越好 

        让读者在不看文字的情况下，就能

一眼读懂你拍的照片，那这就是好照片。



        视觉效果突出的，人物形象好、气质加精

气神足，能代表领导个人意志或单位整体形象的



公务摄影十个不拍

第一领导低头讲话的时候不拍

第二领导喝水的时候不拍

第三领导看手机的时候不拍

第四领导打电话的时候不拍

     第五如果是在一些户外环境背景有忌讳的不拍



公务摄影十个不拍

第六领导打瞌睡的时候不拍

第七领导跟别人说悄悄话的时候不拍

第八领导生气发火的时候不拍

第九不从背后拍领导，无论是会议还是户外调研，正面用来突出领导，侧面用来展现

人物与环境的关系

第十领导走下坡路的时候不拍，特别是户外调研的时候，如遇到下坡路你就提前走。

在平路或者是上坡路找好实际拍摄，这也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