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挑战》活动拍摄要求

特别说明：

以下为本片大背景和主题，也是影片的架构逻辑；请以此作为拍摄、取景参考：

本片的定位是纪录片，大主题是“梦想”；13 个团队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调研，

了解各个国家的民众，对发展、健康、生态、文化、文明等不同的现实渴求……而各个团队

的任务就是带回不同国家民众的想法，为“一带一路”倡议决策提供服务参考，努力帮沿路

国家民众实现相关诉求……

一、关于场景场地的拍摄内容：

1、车子或人员出校门的画面；

2、去上海机场的路上；

3、上海机场（浦东或虹桥）带有标识的大景；

4、候机厅空景，团队在候机厅的交流，候机厅里关于航班班次展示的大屏，登机画面；

5、到达目的地的机场大厅画面，与迎接人员交谈的画面；带有机场标牌的大景；

6、车子行驶中，拍摄目的地沿途风景；车子上与接待方的交谈等；

7、目的地的城市风貌、人文风情、特色文化拍摄（城市建设硬件，无论是繁华还是落后，

两方面的都要拍；同时要拍普通市民、商贩的日常画面，突出人文风）；

8、重点：各类调研的现场（走访、现场交流、内容讨论），如果是偏远地区，突出艰苦跋涉，

外部环境要展示考察地的突出特色，比如乡村的、山村、干旱、城市贫民区等低层生活状态；

9、与当地相关团队的内部交流会议；

10、与当地普通民众或走访对象的现场交流场景；

11、对当地一些重要场所的参观、考察画面；

12、团队内部关于调研走访的内容交流；

13、最终形成的成果或心得（如帮助对方解决的某些现实困难、疏理出的问题、形成的措施

报告）；

14、活动结束后，与当地某个特定的基层人物或团队的道别；

15、上车离开时对方的送别（政府或团体，或者基层普通民众、市民）；

16、回程的车上，团队成员的表情；

此外，一定要拍摄一些夜间的画面，如走访、调研、会议、参观及所在地的城市、乡村人文

等（城市或乡村的夜间大景和人物、景观的小景）；要拍摄一些团队夜间加班工作的画面；

拍摄团队考察归来，在车上疲惫的状态。

二、关于人物的拍摄内容；

1、团队成员的工作、生活、调研的画面；

2、对方接待人员与团队的交谈画面；

3、走访对象的工作生活画面；

4、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画面；

5、对走访对象的同期声采访；

6、对当地接待人员的同期声采访；

7、团队内容讨论交流的同期声画面；

8、与当地走访对象交流的同期声画面；

9、当地人物拍摄时，要多一些表情细节、动作细节，可以多拍一些局部，如手、眼神、脸，

及发呆的表情等；人物细节更易传神、生动！



在人物拍摄时，各个团队最少要拍摄一到两个完整的当地人物故事（至少要保证有一个底层

普通民众），从最开始的接触（他们的困惑）、中途的交流（了解他们的诉求）、离别时给出

的帮助（解决了问题或制定了措施）；

三、拍摄的技术要求：

1、拍摄时，机器如果没有三角架，镜头尽量不要摇移，特别是拍摄人物采访或交流的场景

时；对于人物，要尽量多角度切换；

2、每个镜头的时间尽可能都不低于 10 秒，因为是记录片的定位，多拍摄长镜头；

3、走访行进中的画面拍摄，可以有些晃动，但注意幅度不能大，不然观影会不舒服；

4、拍摄时，不要过多拍单独的团队成员，要多拍摄与当地人交流、交谈、走访的画面；要

把团队成员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去；

5、对大景拍摄，先定机位拍，然后再慢摇拍摄一遍；

6、要多拍摄一些当地的空镜画面，包括人、物、建筑、艺术品、动物、河道、植物、花等；

7、多拍摄一些当地特色的画面；

备注：

1、此拍摄要求适用所有团队；

2、除此之外，各个团队可根据所去目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删减增加；

3、采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