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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再見真實

紀錄片拍攝方式與手法



電影的發展從 1895年盧米埃兄弟以紀錄短片《火車進站》驚嚇觀眾的視
覺體驗後，至今已有 120年的歷史；而電影藝術經過不斷演變，衍生出
各種電影美學理論和形式風格，從初期的電影魔幻大師梅里葉極具原創力

的形式呈現、卓別林喜劇誇大式的詼諧默劇表演、1920年代的古典好萊
塢、德國表現主義，以及艾森斯坦從剪接討論電影的蒙太奇理論，1930
年代的法國詩意寫實、1940年代的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到 1950年代巴
贊的真實電影本體論，直至 1960年代的法國新浪潮；時至今日，世界各
地的電影仍持續開展蘊涵自身人文和類型電影的多元樣貌，其中產生許多

經典的作品，帶給觀影者不同的文化思考。

電影技術並非一時一地完成，而是不斷交互影響，從中尋求突破和演進。

從視覺暫留原理，到 1927年有聲電影的出現、1930年彩色電影的問世
影響觀眾的觀看習慣；而數位化衝擊導致傳統底片公司相繼轉型，電影的

拍攝從膠卷到數位媒體，不僅改變電影產製方式，也挑戰電影形式美學，

數位化技術的便利，吸引更多影像工作者加入電影創作的工作。除此之

外，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更具個人化的互動觀影方式產生，創造新世代

觀眾的來臨。

雖然數位科技帶給藝術的影響，至今仍無法全面得知，但我們可以確定的

是，時至今日乃至電影的未來，日新月異的視聽技術仍以驚人的速度在變

遷，電影人也在其中不時地適應和開創。

前言　電影藝術的誕生



Q1 什麼是「認識電影」輔助教材 ?
為有效增進國人觀影經驗、培養其電影概念及美學態度，本計劃欲針對國一、二年級學生製作電影輔助教材，教
材共 6單元，並搭配 6部主題電影。教材內容涵蓋電影基本原理與定義，及電影元素：故事、剪輯、攝影、聲音
和色彩之介紹；除了延伸並深化國小電影教材的內容，另外增加台灣電影歷史和影展發展單元。並於每單元後編
列電影賞析專文，提供教師教授課程時所需之電影文本及延伸議題之背景知識，幫助教師掌握整體學習架構及易
於教學，亦達成學生自幼接受電影藝術薰陶經驗、發展學生電影美學素養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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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教案（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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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學生該如何使用輔助教材 ?
對應教師手冊的 6 個教案，學生手冊包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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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說明放大鏡



時間的幻術

故事的解剖

光影的魔術

再見真實
光陰的故事
時光台灣

1. 認識故事的基本架構，三幕劇結構：開始 /鋪陳、衝突、
結局 /解決。

2. 認識電影編劇的工作內容。

1. 認識電影鏡頭分類 (近景、中景與遠景 )與分鏡概念。
2. 認識電影基本剪接技巧 (線性與非線性剪接 )和產生之
效果 (時間軸和故事間的變化 )。

1.認識電影聲音的技術。
2. 認識畫內音與畫外音，及其在電影聲音表現的功能。
3.認識電影色彩的技術。
4.認識電影色彩如何影響觀眾的感知。

1.認識什麼是紀錄片。
2.認識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到後製。
3.認識不同拍攝方式如何產出不同紀錄片的觀點。

1.認識台灣電影重要導演、作品、拍攝手法。
2.認識什麼是影展，以及台灣重要影展及電影節。

1.認識台灣台語片歷史，其興盛與衰落的原因。
2.認識台語片重要導演、作品、拍攝手法。

台語電影發展歷史

金馬五十，回顧影史

紀錄片拍攝方式與手法

電影的聲音和色彩

電影的攝影和剪輯

電影敘事和編劇

學習架構圖

單元一 .....................

單元二 .....................

單元三 .....................

單元四 .....................

單元五 .....................

單元六 .....................



教材單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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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故事的解剖
《熱帶魚》

電影敘事、編劇 1. 認識故事的基本架構，三幕劇結構：
開始 /鋪陳、衝突、結局 /解決。

2. 認識電影編劇的工作內容。

6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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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2-4-6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
性。

1-4-4結合藝術與科技媒體，設計製作生活應用及傳
達訊息的作品。

單元 2:

時間的幻術
《溺境》

攝影、剪輯 1.認識電影鏡頭分類 (近景、中景與遠
景 )與分鏡概念。

2.認識電影基本剪接技巧 (線性與非線
性剪接 )和產生之效果 (時間軸和故
事間的變化 )。

3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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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

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單元 3:

光影的魔術
《魔法阿媽》

聲音、色彩 1.認識電影聲音的技術。
2. 認識畫內音與畫外音，及其在電影
聲音表現的功能。

3.認識電影色彩的技術。
4.認識電影色彩如何影響觀眾的感知。

4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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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

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1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單元 4:

再見真實
《奇蹟的夏天》

紀錄片拍攝方式

與手法

1.認識什麼是紀錄片。
2.認識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到後製。
3.認識不同拍攝方式如何產出不同紀
錄片的觀點。

8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1. 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4-2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
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

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單元 5:

光陰的故事
《我們的那時此刻》

台灣電影發展歷

史、影展

1.認識台灣電影重要導演、作品、拍
攝手法。

2.認識什麼是影展，以及台灣重要影
展及電影節。

5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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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
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

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單元 6:

時光台灣
《大俠梅花鹿》

台語電影發展歷

史

1.認識台灣台語片歷史，其興盛與衰
落的原因。

2.認識台語片重要導演、作品、拍攝
手法。

3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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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
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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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紀錄片是指描寫、紀錄或研究現實世界

題材的電影，大多數情況下，紀錄片不

需要演員參與，只需紀錄人物、地點、

情況。透過真實影像的紀錄與詮釋，加

以創造性的型塑，保留影像的真實性，

方能成為紀錄片。

透過這個單元，學生可以了解紀錄片的

起源、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差異、紀錄片

的發展過程等，並欣賞不同類型的紀錄

片。我們期盼透過紀錄片的了解，讓學

生對紀錄片感興趣，進而實際操作，製

作出屬於自己的紀錄片。

教案設計 /

新北市埔墘國小

陳雅琪老師

再見真
紀錄片拍攝方式與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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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

國中

能力指標 /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
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所需工具 /

教師：電腦、單槍、手機（或攝影機） 
學生：手機（或攝影機）、紙、筆

教學目標 /

1.能認識紀錄片的起源與發展過程。
2.欣賞不同類型的紀錄片。
3.能著手拍攝影像、進行剪輯，而後製成紀錄片。

連結領域 /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學資源 /

電影《奇蹟的夏天》

教學時數 /

教學 2節（90分鐘）
影片 3節（102分鐘）
實作 3節（135分鐘）
可依據實際上課時間、學生興趣，彈
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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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引起動機 +欣賞活動，
共 2節（90分鐘）。

所需工具：電腦、單槍

所需工具：電腦、單槍

教師可閱讀輔助教材《奇蹟

的夏天》電影專文。

引
起
動
機

欣
賞
活
動

一、創意發想

1.藉由「紀錄美好的點滴」，引導學生創意發想。
2.教師提問：

(1)聽到「紀錄美好的點滴」，你會想到什麼？
(2)國中生活有哪些美好的事物呢？

二、課文美讀

1. 請學生美讀學生手冊第 1頁的「紀錄美好的點滴！」。
2. 教師提問： 

(1)有看過紀錄片的舉手。
(2)請說出看過的紀錄片的片名、主題和感覺。

3. 近期較熱門的紀錄片，包括《翻滾吧！男孩》、《看見台灣》，建議可提供這兩
個片例做說明，建立紀錄片的基本概念。

4. 藉由教師提問，了解學生觀看紀錄片的經驗，以便安排後續的教學活動。

我們安排 3個欣賞活動，分別是觀賞《奇蹟的夏天》、認識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以及
搜尋 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透過《奇蹟的夏天》完整的欣賞，了解紀錄片的全貌；經
由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認識不同類型的紀錄片；以及搜尋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
觀賞不同紀錄片的預告，觸發想進一步觀看紀錄片的念頭。

一、配合學生手冊第 3頁的「紀錄片報你知」，藉由《奇蹟的夏天》預告片，引導學生認識
紀錄片，並練習猜想可能的發展與結局。

1.教師播放《奇蹟的夏天》預告片 引導學生欣賞。教師可事先閱讀本片電影專文。
本片介紹花蓮美崙國中足球隊，從上國中開始，足球隊員一起住在宿舍，一同上課，

一同在炙熱的陽光下揮汗練習，最終參加全運會的比賽。比賽落幕了，每位足球隊隊

員也要奔向各自的路，繼續向前邁進。



6

再
見
真
實
　
紀
錄
片
拍
攝
方
式
與
手
法

2.教師提問：
(1)《奇蹟的夏天》預告片中，出現哪些角色？
(2)讓你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什麼？
(3)請猜想《奇蹟的夏天》主要在講什麼故事？
(4)請猜想故事的結局會如何發展呢？並說出你的理由。

二、配合學生手冊第 4頁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帶領學生認識台灣紀錄片影展。
1.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盛事，2015年時，吸引 117個國家參與，參賽作品達 5000件，因
此精挑細選才篩選出得獎作品。

2.教師列印或下載 TIDF 2015年的巡迴手冊，建議列印成紙本，讓學生分組討論。
3.教師進行提問：

(1)TIDF 的巡迴展的地點包含哪些？台中、花連、宜蘭、台南、新竹、高雄。
(2)從得獎影片、TIDF精選、比紀錄片還陌生、時光台灣 1951-1965四個主題，分別
選出 1部最想看的紀錄片，並說明理由。

(3)這些紀錄片的劇照中，哪 1張讓你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4.介紹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主要用意是讓學生了解台灣所舉辦的紀錄片國際盛
事，此外，學生還可以了解到原來有這麼多值得觀賞的紀錄片，希望引導學生多觀看

紀錄片。

三、配合學生手冊第 4頁的「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透過紀錄片的預告，認識不同
類型的紀錄片。

1.教師展示 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網站 。
2.先讓學生從 Attabu 2、Dream Ocean、Millets Back Home的片名、影像作猜測，猜
想可能的主題。

3.播放 Attabu 2、Dream Ocean、Millets Back Home的預告片。
4.教師分別介紹這 3部預告片，引導學生說出印象最深刻的畫面。

(1)Attabu 2《阿罩霧風雲 II：落子》：見證臺灣人面對日本統治的掙扎。
(2)Dream Ocean《夢想海洋》：駕著親手打造的獨木舟環遊寶島，重新發掘台灣之美。

TIDF 2015年巡迴手冊
Part1 

TIDF 2015年巡迴手冊
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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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llets Back Home《好久不見德拉奇》：紀錄泰雅奶奶播種小米、尋回傳統的歷程。
5.讓學生瀏覽紀錄片的預告，分組討論，選出１個印象最深刻的紀錄片預告。
6.分組報告所選擇的紀錄片預告，並說明印象深刻的理由。
7.藉由瀏覽不同紀錄片的預告，觸發學生對紀錄片的興趣，也藉著猜測、選出印象最深
刻的紀錄片預告，增加學生對紀錄片的感觸。

我們安排2個實作活動，配合學生手冊第3頁的「台灣紀錄片的發展過程」，以及第6頁的「換
你來試試！」，讓學生歸納台灣紀錄片發展的重要事件，並實際製作出獨創的紀錄片。

一、配合學生手冊第 3頁的「台灣紀錄片的發展過程」，引導學生歸納台灣紀錄片發展的重
要事件。

1.台灣紀錄片的發展過程有許多重要的時間點，請挑選出對台灣紀錄片發展重要的時間，
並以時間軸方式繪出。例如：

2.標示出重要的時間、事件。
3.寫出該事件後，對台灣紀錄片發展的影響。
4.將完成的台灣紀錄片發展的時間軸張貼於教室，進行作品欣賞。

二、配合學生手冊第 6頁的「換你來試試！」，引導學生實際製作出自己的紀錄片。
1.欣賞不同的紀錄片主題、紀錄片的預告片，並了解拍攝紀錄片的流程後，希望引導學
生製作出自己的紀錄片。

2.實作步驟於下：
(1)設定紀錄片的主題。
舉例來說，若以下課為主題，可拍攝等待下課的期待神情、鐘聲一響的立即反應、下

課時遊戲嬉鬧的美好時光，以及匆匆趕回教室的緊張神情。

(2)選定主題後，以手機或錄影機進行拍攝。

實
作
活
動

時間：3節（105分鐘）

所需工具：紙、筆、電腦、

單槍、手機（或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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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手機或電腦軟體進行剪輯，製作出獨創的、有意義的紀錄片。
(4)擬定紀錄片的片名。
(5)與同學分享紀錄片的成果

3.考量學生能力、程度、興趣不同，本實作活動希望學生擬定主題後，進行拍攝和剪輯，
製作出自己的紀錄片。因此，只要設定好主題，拍攝影像和剪輯，即可達到實作要求。

若學生對紀錄片相當感興趣，不妨搭配延伸活動，提供充分的學習。

延伸活動有 2個，包括紀錄片的海報製作，以及比較不同類型的紀錄片，教師可視教學時間、
學生興趣等，彈性使用。

一、設計紀錄片的海報

1. 挑選所拍攝的紀錄片之劇照。
2. 設計簡單的一句話的介紹語，呈現紀錄片主要闡述的概念。
3. 利用電腦軟體，如 PPT、非常好色，編輯劇照、介紹語，製作成海報。
4. 讓全班同學投票，票選出：

(1)最能吸引觀看意願的海報。
(2)最符合所拍攝紀錄片主題的海報。
(3)文字、圖片編排合宜的海報。

二、比較不同類型的紀錄片

1.全班同學分享完畢後，請以小組討論方式，歸納所拍攝的紀錄片類型。
2.紀錄片類型的分類方式不盡相同，且未有一致性的標準，因此只要學生能說出分類的
理由即可。

3.將自己所拍攝的紀錄片，對照 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找出類似主題的紀錄片。
4.比較自己所拍攝的紀錄片和 Taiwan Docs紀錄片資料庫類似主題的紀錄片，在拍攝手
法、剪輯等，有何異同之處。

延
伸
活
動

所需工具：電腦、投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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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影
片

1.楊力州《拔一條河》（2013）
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八八水災，重創高雄縣甲仙鄉。《拔一條河》紀錄著甲仙拔河隊集訓與

比賽的過程，靠著孩子們的堅持與毅力，感染了甲仙居民，讓甲仙得以重建。

2.林育賢《翻滾吧！男孩》（2005）
導演林育賢在觀賞哥哥林育信的兒時照片時，興起了拍攝紀錄片的念頭。林育信國小時是

公正國小的體操選手，高中時奪得全國體操跳馬冠軍，而後獲得亞洲運動會的體操金牌，

最後回到母校擔任體操隊的教練。

林育賢拍攝哥哥在擔任體操教練時，訓練選手練習的過程，並紀錄選手跟家人互動的情形。

片中展現出選手的堅毅，如何累積、練就自己的功力，是一部結合愛與夢想的體操紀錄片。

3.齊柏林《看見台灣》（2013）
由台灣空拍攝影師齊柏林執導的一部紀錄片，導演花費近三年時間拍攝，累積 400小時直
升機飛行時數，全片以航拍鳥瞰視角，呈現台灣的美麗風貌。

4.李道明。〈從紀錄片的定義思索紀錄片與劇情片的混血形式〉。《戲劇學刊》2009.05：
79-109。

《拔一條河》簡介、預告片 

《看見台灣》FB粉絲頁 

評量方式 /

1.教師評量
2.互相討論
3.觀察
4.實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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