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金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 

教師分區研習活動 

 

一、活動簡介 

科學普及教育是現今社會很重要的推動趨勢，從國小開始培養科學探究的精

神更是當今刻不容緩的工作。為了從國小即開始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與表達的能力，

本計畫在科技部的補助下，計畫團隊將辦理「2017 金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

影展」。為了讓更多國小教師能夠指導學生參與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計畫團隊將

於北中南東分別辦理四場教師研習，內容包含科普影片解析、科普影片劇本寫作

與拍攝等課程。期許教師透過此研習，能了解科普影片的敘事方式，並培養帶領

學生完成科普影片規劃、拍攝與剪輯的能力。 

 

二、日期與地點 

區域 日期 地點 地址 

南區 10 月 1 日(六) 國立屏東大學 屏東市林森路 1號 

中區 10 月 8 日(六)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西區民生路 140 號 

東區 10 月 22 日(六) 國立東華大學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

段 1號 

北區 10 月 29 日(六) 致理科技大學 新北市板橋區文化路一段 313

號 

 

三、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講)人 

09:00-09:30 長官致詞與競賽說明 分區協辦單位長官

吳聲毅助理教授 

09:30-10:00 從拍攝科普影片中讓孩子學得科普知識 吳聲毅助理教授 

10:00-11:00 科普影片導論 鄧宗聖副教授 

11:00-12:00 科普影片前置作業-硬體規劃與故事腳

本 

吳尚憲老師 

12:00-13:00 午餐 分區協辦單位 

13:00-16:00 科普影片拍攝與後製-運鏡與剪輯 吳尚憲老師 

 

四、聯絡方式 

2017 金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計畫團隊 許小姐

sciencefilm2017@gmail.com 

國立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吳小姐 ptying@mail.np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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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
活動簡介

吳聲毅 助理教授 digschool@gmail.com

科普資源整合：國小學生科普影片製作競賽暨2017金科獎影展 計畫主持人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含數理教育碩士班)助理教授 兼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及輔導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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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 科學普及教育是現今社會很重要的推動趨勢，從
國小開始培養科學探究的精神更是當今刻不容緩
的工作。

• 為了從國小即開始培養學生科學探究與表達的能
力，本計畫在科技部的補助下，計畫團隊將辦理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

• 希望透過老師帶領國小學生進行科普影片的製作，
提升國小學生科學的概念與知識，進而培養科學
探究的態度與合作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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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科技部、國立屏東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協辦單位：

 中小學數位故事力發展研究社團

 中華民國微電影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微電影創新產業發展協會

 泛科學

 國語日報

 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巨匠電腦

 旭聯科技

 致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國立東華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動手做科學教育中心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Jacki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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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團隊

計畫主持人：
吳聲毅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含數理教育碩士班)助理教授 兼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及輔導組長)

共同主持人：
林曉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含數理教育碩士班)教授 兼 理學院院長

高慧蓮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含數理教育碩士班)教授 兼 科普傳播學系系主任

鄧宗聖副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含數理教育碩士班)副教授

張淑萍助理教授
致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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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分區教師研習
•教學資源提供
•科普影片競賽
•金科獎頒獎典禮
•巡迴影展



7

分區教師研習

區域 日期 地點 地址
南區 10月1日(六) 國立屏東大學 屏東市林森路1號

中區 10月8日(六)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東區 10月22日(六)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

北區 10月29日(六) 致理科技大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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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1/7)

一、參賽對象：
凡活動報名截止時具備中華民國國小在學資格之國小學生皆可組隊參加，每人限
參加一 組、投件一件，每組1～4人，可以跨校組隊參加。每一組須選一位學生為
隊長。
指導老師可以指導多組學生參加，每組得聘請1～3名指導老師指導，其中一名需
為現職國小任教之教師(含代理代課…等)，另1-2名指導教師資格不限。報名時，
學生與指導教師需以真實姓名報名，每位學生需附在學證明。

二、活動時間
1. 2016年12月01日開始報名。
2. 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網路報名及資料上傳。
3. 2017年01月至02月進行作品評審。
4. 2017年03月進行頒獎典禮，揭曉決賽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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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2/7)

三、送件規格
1.影片長度:2-5分鐘(含片頭片尾)、影片不得少於2分鐘，不得超過5分鐘，不足或
超時列為不符合競賽資格不予評選。
2.影片製作時間：須於2016/09/01之後完成之作品，主辦單位保留有認定作品完
成時間之權利。
3.影片主題：不限，能傳達科學概念或知識即可。
4.影片介紹1-2分鐘。
5.影片規格畫質需為HD (1280×720，NTSC 720p mp4格式)或Full HD 
(1920×1080 NTSC1080p mp4格式)，Full HD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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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3/7)

四、參賽報名及提交資料
線上報名部分:(12/1前開放)
1.影片片名
2.影片上傳Youtube之連結：請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影片名稱須標註為〔片名
-2017金科獎科普影片競賽〕格式，並將影片隱私設為非公開，於報名系統填入影
片連結。並在youtube的說明中加入活動名稱、參賽組名、參與人員、影片介紹、
活動網址等，如範例)
3. 影片介紹Youtube之連結：請將影片上傳至Youtube，影片名稱須標註為〔片名
-影片介紹-2017金科獎科普影片競賽〕格式，並將影片隱私設為非公開，於報名
系統填入影片連結。
4.影片介紹文字： 多500字之影片介紹文字。
5. 影片製作心得與感想：說明在製作過程中，如何學習到科學的知識或概念。
6.團隊成員資料：組員真實姓名(須與身分證件相同)、生日、身分證字號、就讀／
任職單位、聯絡電話、E-Mail。
7.指導老師資料：指導老師真實姓名(須與身分證件相同)、身分證號碼、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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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4/7)

報名後透過email寄送部分，請以E-Mail寄至 sciencefilm2017@gmail.com，信
件主旨請標註〔組別–片名〕
8.影片介紹圖片：影片劇照電子檔3張，幕後花絮5張。
9.版權與授權書掃描PDF檔：團隊版權授權書電子檔1份，可全體組員共同填寫一
張。
10.版權與授權同意書PDF電子檔。
11.學生需附在學證明。

作品進入決選，需郵寄寄送
12.若作品進入決選，該團隊需繳交作品HD (1280×720，NTSC 720p mp4格式)
或Full HD (1920×1080 NTSC1080p mp4格式)畫質影片資料光碟(Full HD為佳)。



12

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5/7)

五、評審標準
會由主辦單位聘請國內科學、影視與小學教師等相關學者或專家擔任影片評審。
評審要點如下，初賽與決賽評審標準一致。
1.主題與創意(20%)
2.拍攝及剪輯能力(10%)
3.敘事能力(20%)
4.科普知識傳達(25%)
5.作品介紹(15%)
6.心得感想(10%)

六、競賽獎項
本競賽設置金、銀、銅獎各一名，佳作若干名。另由評審委員會推薦特殊獎項(如：

佳敘事獎、 佳人氣獎等)，主辦單位保留獎項從缺之權利。
指導老師將發予指導獎狀(入圍)與感謝狀(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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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6/7)

七、其他注意事項
1.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改參賽人員資料與指導老師資料。
2.參選作品如有不符規定或抄襲、冒名頂替、內容違反風序良俗情事者，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參選或得獎資格；得獎者亦追回得獎獎狀、獎牌，主辦單位同時保有法
律追訴權。
3.為確保投件內容符合競賽標準，參賽者報名後，參賽資料須經主辦單位核可，若
內容不符規定，則直接予以刪除，不另行通知。
4.為維護本活動版權及使用權益，參賽者需下載「版權與參賽授權書」列印並填妥
後掃描成圖檔，並於報名時回傳電子檔。
5.參賽者需保證作品及內容係自行創作，參賽者應確認擁有其作品的版權與著作權，
主辦單位不承擔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著作權、商標權等糾紛而產生的法律
責任，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本人承擔，另若涉及抄襲，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
者入選或得獎資格，並追回獎勵。
6.若參賽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各獎項得予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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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科普影片競賽辦法(7/7)

7.參賽者於報名系統填寫之身分資料需為真實，如身分不實，主辦單位有權主動採
取註銷行動。
8.不論獲選與否，同意交件作品供主辦單位進行與本活動相關之展示、撥放、重製、
網路公開傳輸發布、宣傳、報導與刊載。
9.若逾報名期限、影片無法讀取、文件不全以及其他不符參賽規定致無法進行評定
者，將無法取得參賽資格。所有參賽作品恕不寄還。
10.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以隨時修訂並公佈於活動網站。
11.音樂素材應以下列方式選擇：
(1)自行創作。
(2)自創用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全球分享網站(Common 
Content, commoncontent.org)，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下載使用。
(3)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八、凡報名參加比賽之作品，即視同承認本獎項之各項規定。
九、活動聯絡窗口：科普傳播學系 吳小姐 ptying@mail.npt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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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獎頒獎典禮

金科獎頒獎典禮預計於106年3月於國立屏東大學辦理，請留意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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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影展

• 待選出優勝的競賽作品後，計畫團隊將邀請全國
各縣市中小學教師申請2017金科獎巡迴影展資料。

• 請老師們於學校內播放並提供相關講解，引導國
小學生透過科普影片了解科普知識，進而引起學
生對於科普議題的興趣。

• 希望日後教師有機會帶領學生，拍攝更多科普影
片，養成合作學習與科學探究的精神。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Jacki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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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影展

• 申請網站：
https://goo.gl/forms/j1tdhUuQogzZm95y1

• 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06年3月20日
• 說明：計畫團隊待優勝作品勝出後，將製作影展相關資

料。老師們可以以班、年級或學校為單位申請。資料除
了影片播放相關資料外，還包含影片介紹與問卷等。老
師們請於學校內播放並提供相關講解，引導國小學生透
過科普影片了解科普知識進而引起學生對於科普議題的
興趣。影展過後，請老師們提供4張以上活動照片，並請
將學生填寫完的問卷寄回主辦單位。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Jacki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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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與FB粉絲頁

• 活動網站
• http://sciencefilm2017.learningcafe.tw/

• Facebook粉絲頁
• https://www.facebook.com/sciencefil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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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拍攝科普影片中讓孩子學得科普知識

吳聲毅 助理教授 digschool@gmail.com

科普資源整合：國小學生科普影片製作競賽暨2017金科獎影展 計畫主持人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含數理教育碩士班)助理教授 兼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及輔導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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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素養

美國自然科學教師協會(National Science Teacher Association, 
1982)提出，一個具有科學素養的公民必須

• 瞭解科學、科技、社會三者互動的關係，主動探究及解決周遭的
問題；

• 具備理解和應用科學概念、理論、事實的能力；
• 瞭解科學本質精神，進而對社會議題做出正向且有意義的判斷；
• 應用科學方法、科學概念態度及正確的科學態度去解決日常問題；

與
• 對於科學、科技與環境間的關係具備更深入的認識與更積極介入

的態度。
• 科學素養已經不是只是專業人士所需具備的，而是所有人們都必須有的知

識、概念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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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普影片拍攝到科學素養

1. 培養科學探究的態度、主動解決周遭問題
2. 學習科學知識的訊息傳達技巧

目前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綱，國小五至六年級以上需要具備學習資料
整理、提出假設並運用科學知識來做推論與合理的解釋。

本活動舉辦國小學生科普影片製作競賽，透過規劃與拍攝
的過程，能深化學生對於科學知識的認知與其述事的能力，
並進而提升學生對於科學探究精神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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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影片探究教學的步驟(改自Lawson，1988)

一、 探索階段

教師：引導學生就生活周遭的疑問，安排學習情境，讓學
生對於感到興趣的事件去探索。

學生：積極探索現象，採用有關的科學方法研究問題，同
時表現科學態度，並在整個過程中能和同學合作、討論、
交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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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影片探究教學的步驟

二、 引導階段

教師：鼓勵學生嘗試用自己的話述說某概念，教師再將科
學界習慣使用的科學名詞，介紹給學生，協助他們形成更
完整的科學概念。

學生：將探索的結果表達出來，並與同學及老師討論，歸
納結論，從而形成較成熟的科學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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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影片探究教學的步驟

三、 應用階段

教師：設定一個或多個新情境，要學生應用上述發展出來
的概念去推論或解答。

學生：將發展出來的概念活用於新情境，能解答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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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影片探究教學的步驟

四、 發表階段

教師：教師指導學生透過敘事呈現科學概念，並提供資源
協助學生拍攝與後製科學影片。

學生：找一些同學一起分工與合作，整理歷程所得的概念
與經驗，並試著拍攝一部3-5分鐘的科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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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能力

敘事（narrative）又稱敘說，是人類思考和組織知
識的基本方法。
我們常以敘事方式進行思考、表達、溝通並理解人
類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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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學生可以獲得的能力

說故事的能力
(聽得懂)

說故事的能力
(聽得懂) 將故事轉成畫面

說故事的能力
(聽得懂) 將故事轉成畫面 讓人願意看下去

說故事的能力
(聽得懂) 將故事轉成畫面 讓人願意看下去 學習科學知識



1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popular film

科普影片導論

2016-10-01~2016-10-28
Vice-Professor:Deng Tzon Sheng



由於科學技術知識與研發(以下簡稱科研)成果端賴許多艱深原
理，民眾 無法直接理解，必須將學術用語轉成生活用語，或
將複雜機件構造包覆在人 性化運作界面內，讓民眾容易理解
科學或使用科技，產生與科技之連結，才 能使社會上的科學
或科技普及化(以下簡稱科普)。

傳統制式科學教育(以下簡稱科教)將科學植入教科書，以生硬學
術詞彙 及反覆考試迫使國家未來的社會公民提早分流，產生喜
愛及畏懼科學的族群， 如何改變現況或補救過去缺失是今日科
教的重大議題。過去十年來， 持續以科普為目標，尋求日新月
異及多元型態的媒體合作，以生活化、非綜 藝淺碟的趣味化、
與民眾互動參與的人性化等方式推廣科學，未來將鼓勵新 媒體，
例如網路視頻，使科普滲透社會愈深，民眾科學素養愈能提升。



傳統科普以傳播業者為主，部分科研專家以顧問性質投入，
科普成品的 科學內涵不足。本計畫以教育科研老師為主體，
結合科普媒體技術，發展科普成品，將逐漸培育出科普傳播
專家，即是科技人具備傳播知能、 媒體經驗，讓科學教育學
者懂得對民眾平易而有趣地述說科技。



4Understanding to Engagement

理解到參與

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

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學知識普及化與參與的兩個階段。
從人人可以看得懂到體認重要性、到行動。
21 世紀，科學傳播不只是上述對大眾傳遞科學資訊，更強調公
民參與科學、公民與科研專家互動，而科研專家應視科普為其面
對公民社會的責任。以上說明透過科學傳播培養社會公民之科學
素養，已被各 國視為科學發展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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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美國，越來越多科研專家親自參與科學傳佈與社會溝通的工 作，此舉在
資訊流通更快速的近幾十年間更形明顯。此外，美國科學傳播 產業相當成熟，或
因市場規模良好，或因內容滿足大眾需求，傳媒組織可 在兼顧商業利益與科學真
知的市場環境中生存發展，常有因出版科學、科技新知刊物或製播節目而聲名大噪、
名利雙收者，諸如《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 》、《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等大眾化科學雜誌， 又如 PBS 下的 WGBH 電視台製播長達半
世紀的科學節目《NOVA》，或如 商業形式運作的 Discovery 與 NGC 等衛星電
視台，都能將科學與科技的課 題加以包裝轉化，展現給社會大眾，在商業與公益
服務平衡下，達成科學 的社教功能。



6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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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

1. 傳播背景，出身人文與社會學科，對科學認識有限。
2. 科學背景，不善用聽得懂的話語方式傳播他們的科學知識 。
3. 當 ” 娛樂好看” 碰上 “精確嚴肅” 的價值觀？
4. 如何產生交集? 

u1



8How to making messages

訊息設計上的歧異

科學人 傳播人

研究過程 資訊包裝

邏輯推理、實驗設計 建構被理解與閱聽人建立關係的訊息

穩定耐寂寞 多變能適應環境

嚴謹認真、客觀理性 關心複雜意義與精神層面

人/物關懷 人的主體性



9

基礎 常規 改變速度 產製過程 追求目的

科學人 證據 假設—實驗 緩慢 產製過程 事實

傳播人 感受 每日知覺 彈性變動 產製結果 訊息設計

資料來源：高媄涵、鄭雅文，2010
科普路上：談科學人與傳播人意事建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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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組這件事，對文組傳播人與理組科學人都是
截去了半邊的世界，讓自己不斷在自己所處的那
個世界自我強化，漸漸變得較難與其他領域溝通

íí專業訓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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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節目應有「普及」的意思：國外科普節目，
會考量密度不要那麼重，而是真正讓觀眾關心。

íí關於普及的概念

節目讓一般民眾有一些科學觀念、產生興趣、科
學天份被啟發，之後有別的管道可去搜尋。



歷經多年多方研討，當代科學傳播可被定義為「利用適當的技巧、
媒介、活動與對話，產生個人對科學的回應，這樣的回應包含下列
一種或多種，（1）覺知（awareness）：包括對科學新知的熟悉、
（2）享受（enjoyment）：感性回應，例如將科學當成藝術般地
欣賞、（3）興趣（interest）：可由對科學或科學傳播自發性的
參與證明之、（4）意見（opinion）：科學相關態度之形成、重
構或鞏固、（5）理解（understanding）：對於科學內容、科學
過程與其社會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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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hecklist When you make a movie

影片製作檢核表

1. 科學議題選擇的適當性？該如何選擇？
2. 節目呈現方式對於科學傳播的影響？適合科學議題的呈現方式應注意那些重點?
3. 節目應有的科學元素或實際表現為何？節目中應如何掌握或呈現?
4. 科學節目製播與後製技術的建議？
5. 做為一個良好的科學節目，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6. 節目對於社會之科學教育及科學傳播的永續發展，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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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01~2016-10-28

10月1日(六)  國立屏東大學

10月8日(六)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10月22日(六) 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10月29日(六) 致理科技大學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說說你欲達成的目標吧

2

進入課程之前

Blog- http://cooljames1975.blogspot.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ujackie1975

中小學數位故事力
發展研究-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digitalstory7/

1KNOW課程群組- 數位媒體識讀與故事力工作坊-課程代碼E4AA4F

教學實用軟體-課程代碼C154B7

1/1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3

進入課程之前
1/1

業界微電影課程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4

你應該知道的軟硬體

1. 手機(最方便)

2. 相機(可省錢)

3. 一般攝影機(有點閒錢)

4. GoPRro(有更多閒錢)

5. 空拍機(好野人)

6. 專業攝影機(有練過的)

輔助器材拍攝器材
1. 一般腳架(必備)

2. 小腳架

3. 低腳架

4. 手機座

5. 手機穩定器(推薦)

6. 收音麥或無線麥

7. 腳架活動輪

8. 台車+軌道(夢幻配備)

9. 吊臂(夢幻配備)

還有哪些器材?

1/2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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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知道的軟硬體

低成本的替代性器材

1. 有輪子的椅子，運物小台車-模擬軌道效果

2. 厚紙板+腳架

3. 輪椅

4. 攝影機，相機放在玩具車上

5. 騎機車、開車

6. 會議桌布當藍綠幕效果

7. 白板當打板

2/2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6

1. 歐美-直接、力道強

2. 泰國-親情、創意、有梗

3. 日本-溫和、後座力

4. 方式-直敘、倒敘、旁白、純音樂

微電影類型剖析

微電影賞析三要素

1. 標題-裝飾

2. 音樂-節奏感

3. 故事-後座力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7

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8

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故事創作tips-耿一偉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9

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筆記欄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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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講故事的目的是希望能感動人心，而不只是影響別人的大腦，缺乏情緒效果的故事會被大腦
歸為不重要的事件”。(Michael Bosworth &Ben Zoldan（2013）)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11

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12

1. 中心思想：當開始建立故事內容時，先問問自己中心思想是什麼，這個故事有和寓意，你想傳達

的什麼信念？

2. 背景設定：設定故事何時開始，以及在哪裡發生，具中角色有哪些（英雄人物），讓故事開始的

原因是什麼，以及哪些是讀者必須了解的相關背景訊息?

3. 新的難題：具中角色在故事開始與轉折間面臨的障礙或挑戰，是讓故事變得更有趣的要素之一

4. 轉折點：必須找出故事中關鍵的決定，事件或行動，亦即改變故事原本結局的那一刻。

5. 解決方式：釐清原本糾結的事件，故事的解決方式就是結尾，也就是重點所在。

6. 為了前後連貫，最好以倒推的方式來建構故事，其順序應為：故事的中心思想-故事的解決方式-

故事中的背景設定-故事的新難題-故事的轉折點。

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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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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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牛刀小試

北斗七星找北極星

大熊座由七顆亮星組成的「北斗七星」在春夏夜空中不但明顯易見，且出現的時間又長，故成為判定
方位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在春夏 天裡，在北方天空中，可以看到七顆星，排列成一個斗少杓的形狀，
從斗口的兩顆星連起來，延長約五倍的距離，可以找到北極星。北極星是天際導航（即透過觀察天體
來辨別方向）的重要指標，可應用於野外活動和航海活動中。在未有指南針之前，尤其是地中海附近
的航海民族常透過觀察北極星來導航

例如:
思念、親情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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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說甚麼故事，想賣甚麼、想解決甚麼-抓住核心

2. 淡化的美感

3. 簡潔，觸動，後座力

4. 選一個字母，發生一個問題

5. 善用sw1h

6. 觀影者介入(參與)

7. 心智圖-構思劇情

8. KJ法設計分鏡腳本

八個故事產出關鍵

影片前置作業-故事腳本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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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簡易分鏡

收集點子與創意 分類與篩選 排列與組合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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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場景類型

分鏡圖或拍攝概要

影片前置作業-簡易分鏡 牛刀小試

男孩坐在草地上看星星，鏡頭上移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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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簡易分鏡

筆記欄

1. 分鏡是拍攝階段的定心丸

2. 簡潔、易懂

3. 相對位置、空間分布、運鏡提示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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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拆解文本

老人聽著電話那頭傳來女兒的聲音，說明著今年大家都無法回家過聖誕節。失望與落寞再一次縈繞著，

每一年，老人殷切期盼，出門在外的孩子回家團圓，但願望總是落空....

在影片中，你發現了什麼？現在請閉上眼睛，想一想你會如何表達這個橋段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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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拆解文本

早上11點49分，教室正進行一場考試。有些學生聚精會神思考與作答（＊），有些學生漫不經心無所事

事（＊）坐在講桌前的老師似乎正專注的與周公下棋中。坐在靠窗的小明，他自己知道心不在考卷上，

看著整片諾大且寂靜的操場，似乎期待鐘上的數字從49換成50…鐘聲響了…

牛刀小試

1. 這是劇本的開頭，你會分配幾個場次在故事上？

2. 收到文字劇本後，你如何去拆解文本內容？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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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簡易分鏡 牛刀小試

Ｓ：（ ）－（ ）（ ） Ｓ：（ ）－（ ）（ ） Ｓ：（ ）－（ ）（ ）

*把劇本中抽象的情緒字眼或隱藏的含意等
換成可視的畫面？

*呈現片名的畫面安排：留白？互動？淡出？*表現出操場空曠，安靜。主角的視角？觀眾的視角？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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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A. 腳本神器-Celtx

B. 數位打版-DigSlate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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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現場常犯錯誤樣態

常見的錯誤樣態 解決方式

演員動作太多、明顯口頭禪 不要當舞台劇來演

拍攝現場不知所措、指導學生一團混亂 Please~分鏡腳本

沒有收音概念 收音麥或無線麥或改變影片類型

光線不佳、沒有電影感 戶外光或後製調整

一堆現場雜音 控制現場

拍攝後混亂的素材 使用簡易打版

喊了就拍 前後留下安全秒數

任意更動劇本 做好前置作業

畫面抖動，運鏡卡卡 腳架與穩定器

沒有故事性的畫面 培養構圖概念、設計場景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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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 帶入攝影構圖（井字、三分）、希望與絕望空間、留白空景、非一般角度

【運鏡】- 過肩鏡、跟隨、第一視角、空景入主景、主景出空景、平移縮放

【色調】- 情緒、時空、超現實

【音樂】- 三幕劇、配合影片節奏與結束

【音校】- 現場音、事後錄製、畫龍點睛

【特效】- 錦上添花、特殊需求

【標題】- 裝飾性、與場景說故事



2017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學員講義)

25

配樂A

配樂B

配樂C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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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裝飾性標題

場景

動作

說故事

配合場景運作

結合人物動作

標題說故事

文字安排的學問很大-位置與、大小與字型

動態文字的製作-縮放、位移與速度

文字的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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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前置作業-接到專案時

三分鐘驚悚片作業

1. 確認遊戲規則

2. 建構簡單故事大綱

3. 決定影片敘事類型

4. 簡易分鏡

5. 尋找音樂

6. 找梗

7. 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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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鏡頭請需超過六秒以上

 前後留２秒剪輯緩衝

 開場用－空景移入主角

 結束用－主角移入空景

 畫面留白－輸入字體用

 特殊角度－低角度

 特殊角度－仰角

 特殊角度－俯瞰

 平移－慢慢慢慢．．．．

 平移－掃過遮蔽物

 特寫

 拍攝有可運用在框景的畫面

 畫面焦點－井字、三等份、偏左、偏右、帶前景

 搖晃的樹葉、明暗對比、背光剪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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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剪輯的一些錯誤態樣

常見的錯誤 解決方式

極盡所能賣弄轉場特效就是好作品 打安全牌-淡入淡出或淡入黑色

一定要動來動去的文字才較專業 裝飾性文字的技巧、理解的文字安排

愛用新細明體與標楷體 改用其他字型

我沒資金，光線可以隨便 調色、調光、調對比

鴨子聽雷的對白、音量不平均 調整聲波、善用音訊濾鏡

一堆現場雜音比較有臨場感 靜音、加入背景音樂、重新錄製環境音效

演員動作與畫面銜接不流暢 剪接微調

用流行歌曲才能引起共鳴 要有音樂版權概念

一首歌到底、音樂突然結束 音樂三幕劇、剪接音樂

畫面素材盡量多、最後通通都加上去 培養構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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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影片一般流程

1. 管理專案－新增資料夾

2. 排列素材

3. 剪與接

4. 音訊控制

5. 加入音樂

6. 微調-背景音樂、片段銜接、轉場、顏色

7. 上標題-NO!~新細明與標楷體

8. 加入片頭與片尾

9. 輸出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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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影片進階創意

前導 回馬槍

1. 用三幕劇架構擴充成五段
2. 用素材來凸顯前後

倒敘
懸念
特色片頭

推翻(本比賽不適用)
幕後花絮
未解謎團
延伸-有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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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聲會影中製作影片流程

1. 先擷取/匯入-硬體、數位媒體

2. 再編輯-修剪、修正、剪輯、轉場、標題、音訊

3. 後輸出-專案、影音檔案、影音光碟、影音平台

筆記欄

A. 依照工作特性使用不同模組

B. 想要美美的照片輪播-影音快手(不推薦)

C. 想要快速交差了事-快速範本(不推薦)

D. 想要折磨自己-完整功能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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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聲會影中製作影片流程-基礎剪接

1. 先初剪了解整個架構

2. 二次修剪-注意演員動作的連貫性

3. 跳接也是一種影片的表現方式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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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聲會影中製作影片流程-進階剪輯

1. 速度與節奏感

2. 覆疊軌-同/不同時空、多個畫面

3. 特殊效果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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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聲會影中製作影片流程-調色

1. 回憶與現實

2. 場景與氛圍

3. 人物與情緒

4. 單色、雙色、抽色、漸層色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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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聲會影中製作影片流程-音樂

1. 何謂敘事留白

2. 音樂結尾切齊素材或提早結束

3. 兩段音樂混合技巧

4. 依然適用回馬槍原則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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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進影片剪輯能力

1. 剪接是基礎能力，剪輯要靠經驗與創意

2. 模仿是精進的不變法則

3. 電影預告、廣告、MV、微電影

4. 請不要以追求軟體的隱藏功能為目的

5. 不需要太絢麗的效果，淡入淡出也能表現高度意境

6. 音樂很重要、音樂很重要、音樂很重要、音樂很重要

7. 看影片時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A. 音樂怎麼下？

B. 字幕如何呈現？

C. 轉場怎麼處理？

D. 收尾的方式？

筆記欄

“學習就是不斷的透過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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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拍片的建議

1. 腳本與分鏡表-界字人、空間位置（人、景、物）、運鏡（箭頭）

2. 說故事（記錄片）-畫面構圖、受訪者角度、受訪者資訊、困難克服

3. 說故事（劇情片）-核心主題、簡單、故事曲線、瓶頸-克服-圓滿、親情、假文青

4. 類型-旁白搭配音樂、音樂搭配文案

5. 不賣弄特效-穩定畫面，淡入淡出，標題字型 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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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作品脫穎而出

1. 抓住主題但拜託，要有梗-(剪輯的進階創意)

2. 能有回馬槍更棒

3. 規則看清楚

4. 懂得解題-評分比重是關鍵

5. 隱藏缺失-了解非專業的演出與拍攝的限制

6. 不要忽略音樂與音效

7. 不定時釋出誠意-謹慎處理小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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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闡述知識性的片段

https://www.hopenglish.com/category/science/13

1. 停格動畫

2. 藍綠幕合成-剪輯軟體合成

3. 簡報動畫-利用螢幕擷取軟體

4. 凍結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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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導演-手機拍攝熱潮

筆記欄

A. 雲端導演、iMovie

B. VUE-影片編輯與錄製利器

C. GoPro Quick、Gopro Splice

D. 酷影

E. Action FX Movie、Supe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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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體驗-生活

2. 貼近人心-親情

3. 搞笑、評論與反諷-時事新聞

筆記欄

收集素材-筆記軟體、影音平台

賞析影片-心得、擷取

靈感來源

實地練習

資料庫

善用手機app

全民導演



現在請回第一頁，替自己檢核一下
在十個字以內，寫下今天上課的感覺

《 》

授課教師 Jackie Wu

Blog-
http://cooljames1975.blogspot.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ujackie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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