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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什麼是「認識電影」輔助教材 ?

為讓國小學生有機會接觸電影藝術，文化部委由財團法人國家
電影中心規劃編製「認識電影」輔助教材，提供電影美學素養
及鑑賞能力的教學資源，透過電影提升孩子創意思考能力。本
教材以國小五、六年級學習階段為範圍，並以引導學生體驗電
影藝術創作趣味、擴大電影媒體識讀經驗為目標，適性規劃、
編寫及製作，教材內容包含教師使用的教師手冊與深度電影專
文，及學生使用的學生手冊，提供國小教師於常規課程運用。
本系列教材涵蓋電影原理（視覺暫留、影像生成原理）、劇本
創作（電影編劇、角色設定）、電影欣賞與技巧（剪輯、分鏡、
表演、場景設計、配樂與配音）、紀錄片簡介與實作等教學主
題，從動態影像生成的原理介紹電影誕生的歷史，並依序拆解
電影複雜的創作語言，深入淺出地介紹構成電影的基本元素，
激發學生主動了解電影溝通手法、探索電影的奧秘，循序漸進
地提供學生系統性的電影體驗。

Q2 輔助教材的資訊哪裡找 ?

數位教材下載與相關資訊請上教材網站 : http://edu.tfi.org.tw/

Q3 老師該如何使用輔助教材 ?

參閱教師手冊中的 8 個教案（即 8 個學習單元），選擇您感興
趣的單元和教學主題，每個教案皆以 1 部精選電影為範例，並
給予教學指引和教學活動流程建議。電影專文則是與該部電影
相關的深度介紹和導讀分析，作為提升教師電影專業知識的延
伸閱讀內容之用。

教學單元 主題影片 教學主題

單元一 原來電影是這樣來的啊！ 《台北！台北！》 視覺暫留、影像生成原理

單元二 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喜怒哀樂》之〈樂〉 電影編劇、三幕劇

單元三 親愛的，我讓角色飛起來了 《紅氣球》 電影角色設定

單元四 原來這就是電影的魔法！ 《福爾摩斯二世》 電影剪輯與分鏡

單元五 第一次默劇就上手！ 《福爾摩斯二世》 電影表演與默劇技法

單元六 無聲勝有聲？有聲勝無聲？ 《萬花嬉春》 電影配樂與配音

單元七 打造我的夢工廠！ 《台北！台北！》 電影場景設計

單元八 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不老騎士》 人物觀察、紀錄片簡介

Q4 學生該如何使用輔助教材 ?

對應教師手冊的 8 個教案，學生手冊包含 8 個「認識電影」學
習單元，生動活潑的解說文字並搭配插圖，學生可經教師的引
導在課堂和活動中使用、閱讀，也能自行閱讀，達到自主學習
的最佳效果。

Q5 觀影與授課時間如何分配 ? 

因應授課時數限制，部份影片標示重點放映片段以利教師教學使
用。建議教師結合學校辦理藝文活動或安排課程資源整合等方式播 
放完整影片，以利學生了解影片完整內容，並保有原作之整體性。

電影藝術前進校園—

「認識電影」輔助教材

6 部精選電影與配合之單元說明如下：

使用說明放大鏡

http://www.t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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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

原來電影是這樣來的啊！

單元二

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單元三

親愛的，我讓角色飛起來了

單元四

原來這就是電影的魔法！

   

單元五

第一次默劇就上手！

   

單元六

無聲勝有聲？有聲勝無聲？

   

單元七

打造我的夢工廠！

   

單元八

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1. 能透過視覺暫留現象，認識影像生成的基本原理。

2. 能認識電影及動畫製作。

1. 能透過電影欣賞，知道何謂「三幕劇」。

2. 藉由創作而熟悉「三幕劇」的編寫方式。

1. 能透過影片分析，認識角色的多面向與重要性。

2. 能與同儕討論、分享、創作，相互合作與學習。

1. 能透過剪輯及分鏡的概念，了解電影及劇場在表演方式上的不同。

2. 能欣賞電影中各種巧妙創意的剪輯。

1. 能認識並欣賞默劇表演。

2. 藉由小組合作方式，練習默劇的演出。

1. 能認識電影聲音發展歷史。

2. 能認識電影配樂及配音。

1. 能夠理解場景在電影中的重要性。

2. 能規劃出簡易的場景設計。

1. 能在觀賞紀錄片《不老騎士》後，分析、討論片中人物與影片主旨：夢想。

2. 能認識電影類型與分類。

3. 能認識紀錄片製作流程。

4. 能以自己的生活為題材，練習規劃 5~10 分鐘紀錄片的製作流程。

認識電影

輔助教材

學習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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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 配合電影 教學主題 教學目標 節數 評量方式 十大基本能力 對應能力指標

單元一：
原來電影是這樣來的
啊！

《台北！台北！》

視覺暫留、
影像生成
原理

1. 能透過視覺暫留現象，認識影
像生成的基本原理。

2. 能認識電影及動畫製作。

2 1. 口頭發表
2. 實作評量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3-1 探索各種不同
的藝術創作方式，表
現創作的想像力。

單元二：
懂劇本、編劇本，我是
編劇家

《喜怒哀樂》之〈樂〉

電影編劇、
三幕劇

1. 能透過電影欣賞，知道何謂
「三幕劇」。

2. 藉由創作而熟悉「三幕劇」的
編寫方式。

2 1. 口頭討論
與發表

2. 學習單內
容呈現與
紀錄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3-2  構思藝術創作
的主題與內容，選擇
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單元三：
親愛的，我讓角色飛起
來了

《紅氣球》

電影角色
設定

1. 能透過影片分析，認識角色的
多面向與重要性。

2. 能與同儕討論、分享、創作，
相互合作與學習。

2-4 1. 口頭發表
2. 高層次紙
筆測驗

3. 實作評量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3-4 透過集體創作
方式，完成與他人合
作的藝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方式，辨
認自然物、人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單元四：
原來這就是電影的魔
法！

《福爾摩斯二世》

電影剪輯
與分鏡

1. 能透過剪輯及分鏡的概念，了
解電影及劇場在表演方式上
的不同。

2. 能欣賞電影中各種巧妙創意的
剪輯。

2 1. 口頭發表
2. 實作評量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3-2  構思藝術創作
的主題與內容，選擇
適當的媒體、技法，
完成有規劃、有感情
及思想的創作。

教材單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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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 配合電影 教學主題 教學目標 節數 評量方式 十大基本能力 對應能力指標

單元五：
第一次默劇就上手！

《福爾摩斯二世》

電影表演
與默劇技
法

1. 能透過電影欣賞，知道何謂
「三幕劇」。

2. 藉由創作而熟悉「三幕劇」的
編寫方式。

2 1. 課堂問答
2. 影片欣賞
3. 實作評量
4. 同儕回饋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0.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3-3-11 以正確的觀念
和態度，欣賞各類型
的藝術展演活動。

單元六：
無聲勝有聲？有聲勝
無聲？

《萬花嬉春》

電影配樂
與配音

1. 能認識電影聲音發展歷史。
2. 能認識電影配樂及配音。

2 1. 口頭發表
2. 實作評量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0.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3-4 透過集體創作
方式，完成與他人合
作的藝術作品。
2-3-6 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方式，辨
認自然物、人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單元七：
打造我的夢工廠！

《台北！台北！》

電影場景
設計

1. 能夠理解場景在電影中的重要性。
2. 能規劃出簡易的場景設計。
 

2 1. 口頭評量
2. 實作評量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0.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3-1 探索各種不同
的藝術創作方式，表
現創作的想像力。

單元八：
自己的故事自己說

《不老騎士》

人物觀察、
紀錄片拍
攝手法

1. 能在觀賞紀錄片《不老騎士》
後，分析、討論片中人物與影
片主旨：夢想。

2. 能認識電影類型與分類。
3. 能認識紀錄片製作流程。

2 1. 口頭討論
與發表

2. 學習單內
容呈現與
紀錄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 表達、溝通與分享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
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
新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單元二

懂劇本、編劇本，
我是編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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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單元二

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單元簡介

藉由李翰祥導演（1926—1996 年）的《喜怒
哀樂》之〈樂〉一片（1970），來引導學生
認識所謂的「三幕劇」架構，以及每一幕劇情
內容的主要呈現重點。隨著劇情內容的推移，
學生不僅是欣賞，還可以嘗試思考與創作。更
能進一步地將「三幕劇」架構運用在許多文學
著作上，達到實際應用。

單元名稱 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教案設計
臺北市吳興國小
梁家祥老師

能力指標

1-3-2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
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思想的
創作。

教學對象 國小高年級

單元目標

1. 能透過影片欣賞，知道何謂「三
幕劇」。

2. 藉由創作而熟悉「三幕劇」的編
寫方式。

連結領域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學資源 電影《喜怒哀樂》之〈樂〉 教學時數 兩節（80 分鐘 )

所需工具 教師：電腦、單槍、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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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活動設計 教學內容 備註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一

提問學生是否喜歡看電影，請學生發表，並說明原因。

延伸說明

每一部吸引人的電影，背後的劇本是成功的原因之一，因為有出色的劇情才會讓觀眾回味無窮，甚至成為經典鉅作。

教師提問二

既然劇本是影響影片成敗與否的原因之一，那麼如何寫出好劇本自然就是一門重要的課題。就如同寫作文一樣，基本可以分為
「起、承、轉、合」。老師向學生提問，一部電影在劇本架構上可以分為幾幕，並請說明原因。

延伸說明

老師進一步解釋劇本架構可以分成三幕，也就是所謂的「三幕劇」，其中第一幕就像作文中的「起」，有著鋪陳劇情的作用，
讓人快速清楚事件的發生原因或對故事背景有大致的了解；第二幕如同作文中的「承」和「轉」，故事主要內容就此展開，包
含接連不斷的衝突與轉折；最後進入第三幕，也就是「合」，讓衝突得到解決，無論結局圓滿與否，故事都將進入尾聲。

教師提問三

「三幕劇」依其不同幕的功能可以分成：第一幕－鋪陳；第二幕－衝突；第三幕－解決。
在此可以提問：
1. 鋪陳主要包含哪些內容和功能？
2. 什麼是衝突？包含哪些項目的衝突？
3. 第三幕－解決，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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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引起動機

延伸說明

第一幕－鋪陳：通常包含人物設定或是情境設定，也有可能是敘述將事情發生的前因，讓人可以快速地進入故事中。

第二幕－衝突：包含遇到的挑戰與阻礙，考驗和挫折。第二幕重點就擺在隨著劇情的推移，人物與劇情產生碰撞，並擦出火花；
不同人物間的磨合開始越來越多。

第三幕－解決：再好看的故事依然要結束，無論結局是圓滿的，有缺憾的，還是開放式結局，都在此做一個落幕。所以先前的
許多衝突都將獲得解決，給觀眾一個交代。

欣賞活動

教師提問一

第一幕的電影內容應該要讓觀眾知道什麼呢 ?
（當學生說出自己的看法後，先不做說明，接著播放影片。）

影片播放

只需觀賞《喜怒哀樂》之〈樂〉一片，播放 00:00~00:15，共播放 15 分鐘。
（影片結束後，老師再針對提問內容作說明。）

延伸說明

第一幕最主要的目的是讓觀眾很快認識主要人物，以及清楚故事發生的背景或是前因。

教師提問二

1. 請學生預測、討論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劇情內容。
  （老師要提醒學生，這只是第二幕的劇情內容，所以還不要寫出結局的部分，並引導學生進行討
論，通常每一部影片最精彩的部分都在第二幕出現，鼓勵他們動動腦。）

2. 學生完成創作後，請學生上台發表分享，並由其他學生給予回饋。
3. 當學生說出自己的看法後，先不做說明，接著播放影片。
4. 當學生進行創作完了以後，教師接著講解第二幕主要的功能和內容。

教師可閱讀輔助教材《喜怒
哀樂》之〈樂〉電影專文。

欣賞電影《喜怒哀樂》之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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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劇本、編劇本，我是編劇家

欣賞活動

影片播放

繼續播放影片《喜怒哀樂》之〈樂〉，這次播放時間為 00:15~00:33，共播放 18 分鐘。

延伸說明

第二幕的重點就是製造「衝突」，透過衝突，讓第一幕平鋪直述的劇情在出現轉折，進而帶起後續一連串的高潮。

實作活動

實作活動：「加油添醋編劇家」

1. 請學生為電影的第二幕劇情，進行創作。
2. 學生完成創作後，請學生上台發表分享，並給予回饋。

影片播放：將影片播放完畢。

實作活動：「三幕劇大玩家」

讓學生針對學生手冊中的四個故事內容，挑選一個故事，並依照三幕劇架構進行分析。
（老師也可以開放讓學生自己訂定想要分析的故事，可以從電影、書本中取材。）

評量方式：

一、口頭發表
二、學習單內容呈現與紀錄

參考資料：

施百俊，《每個產品都需要好劇本：做文創不可不學的基本功》，商周出版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