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六 時光台灣

台語電影發展歷史

教 師

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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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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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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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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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台
單元六

本單元將透過張英導演的台語片《大俠

梅花鹿》，帶領學生進入臺灣台語片發

展的歷史脈絡中，認識台語片的發展、

興衰與轉化的過程。進而認識台語片的

重要推手及其相關電影，並且從中學習

尊重不同語言與文化。

教案設計 /

臺北市仁愛國小

賴柏宗老師

時 光          灣
台語電影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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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 /

七∼八年級

能力指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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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工具 /

教師：電腦、網路、投影設備、音響、印表機 
學生：學生手冊

教學目標 /

1.認識臺灣台語片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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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領域 /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學資源 /

電影《大俠梅花鹿》

教學時數 /

觀影 1節　課程討論 1節
實作 1節
可依據實際上課時間、社團課程、學
生興趣，彈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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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提問：

1.最近你看過哪些有使用到台語的國片呢？
2.大家猜猜先有台語電影還是國語電影？
3.為什麼台語電影會比國語電影發展的比較早呢？
教師可利用這三個問題，讓學生引起話題，藉由學生看過的近期台語電影，例如：《大

尾鱸鰻》、《總鋪師》，讓學生感受到台語電影在近幾年國片中相當熱門。

二、放《總鋪師》中膨風嫂的〈金罵沒ㄤ〉 完整MV，藉由歌曲引起學生對於台語在電影中
的運用產生興趣。引導學生想一想：台語電影發展的比較早還是國語電影？

在臺灣電影的發展過程中，台語電影發展得比國語電影早，藉由此引起學生興趣。

三、教師簡介台語片興起的時代，並介紹 1955年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重新出土的故事。
雖然為台語電影但當時因為播放地區不同而有客語的配音版本。

四、放映 1961年張英導演《大俠梅花鹿》
請注意：本教學重點為台語電影的的認識，教師針對影片，可自由斟酌播放時間，主要

是透過《大俠梅花鹿》一片讓學生先有基本的台語電影接觸，引導進入主題。教師可彈

性調配，或以預告片取代之，增加觀看學生手冊中的影像資料，較能對於台語片有所認

識。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觀看《大俠梅花鹿》的幾個重點：

1.注意電影字幕，觀看手寫字幕出現的閱讀方向。
2.裡面有幾個童話故事？
3.電影裡主角們的服裝設計。（片中的服裝相當大膽，教師可事先說明，避免引起不必
要的騷動。）

4.電影裡的配樂，你聽到哪幾首熟習的樂曲？
5.台語電影裡，雖然看似是個童話故事，但事實上裡面也充斥著現實人生裡許多橋段，
找一找，有哪一些橋段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

膨風嫂的〈金罵沒ㄤ〉完整

MV 

《大俠梅花鹿》DVD

[客語新聞 ] 50年前首部河洛
語電影 竟有客語版  

引起動機與觀影活動約 45分
鐘。教師可斟酌電影放映的

長度

引
起
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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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針對觀影前的提問，讓學生發表討論：

1. 當時的電影字幕為由右至左，與現在的閱讀方向不同。
2. 多則世界童話故事：〈狼來了〉、〈龜兔賽跑〉、〈英雄救美〉、〈中山狼〉。
3. 服裝在 1961年代相當的大膽，而且以真人角色扮演動物，類似今日次文化裡的

cosplay概念。教師也可利用當時的海報與學生討論。
4. 各種類型的配樂，如聖誕組曲、台語老歌、古典音樂。
5. 學生發表對於電影裡觀察到與當時社會環境有關的橋段。例如：感情觀、對於人性的
觀察等等。電影其實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

二、教師播放「華視新聞雜誌 -文化遺產 搶救老電影」

三、教師針對台語片的發展進行解說，引導學生閱讀學生手冊，並請學生針對台語電影的興

起、盛衰與轉化進行討論與思考。

教師提問：

1.為什麼台語電影的發展會比國語電影早呢？（搭配學生手冊中「台語電影的興起」。）
2.為什麼當時的台語片會如此受到歡迎？（搭配學生手冊中「台語電影的風華時代」。）
3.為何台語電影會沒落？你覺得與政治、社會環境有什麼關係？（搭配學生手冊中「台語片的
沒落、轉化、新生」。）

三、引導學生思考，台語電影的發展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等因素有相當的關聯性。然而，雖

然是台語電影，但也請學生思考，當時許多台語電影背後的推手都是當時從大陸到臺灣

的導演與相關人員，爾後臺灣本地人也加入台語片的拍攝。然而受到電視的普以及政府

推行「說國語」的政策，台語片便進而逐漸沒落。

四、延伸討論：

1.教師在引導本單元的討論活動時，也可以引導學生思考「語言」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為什麼現代使用「台語」會讓人有一種親切感？導演們在電影中使用台語是不是也強

調了語言本身的在地性，有時也表達了人物裡的個性。請學生從中思考並尊重不同的

教師教學前請參考電影專文

並閱讀電影

請搭配學生手冊內的解說

討
論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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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語言。

2.看完《大俠梅花鹿》教師也可以讓學生觀看「《大俠梅花鹿》修復前後比對」 讓學
生發現老電影修復的前後。引導學生思考老電影保存的意義。搭配延伸影片〈華視新

聞雜誌 -文化遺產 搶救老電影〉向學生介紹國家電影中心進行的修復老電影所代表
的意義。

《大俠梅花鹿》修復前後比

對  

華視新聞雜誌 -文化遺產 搶
救老電影  

一「台語梗電影秀」

近幾年台語在國片中扮演著許多畫龍點睛的角色，請幾個人為一組，從《大俠梅花鹿》

或其他台語電影中，找出電影中許多用台語才表現的出來的橋段，一起上台秀一段！

1.教師將學生分組。
2.教師可彈性運用修改，由學生蒐集台語片中使用台語表現出的片段；或是從《大俠梅
花鹿》找出幾個片段，由學生改編或重現電影中的橋段。

3.透過表演讓學生更深刻體會

二、教師可以運用 「環遊寶島大進擊」作為學生課後學習的內容，可搭配社會領域進行跨科
教學。

「環遊寶島大進擊」  

實
作
活
動

1.重回 50年代黑白影片懷舊電影 –台語電影  樂活 TV-特別報導
2.台語電影 50年經典片段 
3.華視新聞雜誌 –搶救老電影  臺語片風華
4.華視新聞雜誌 –文化遺產  搶救老電影 
臺灣有許多老電影，但因為年代久遠，膠卷面臨酸化腐蝕的危機，因此要保存這些珍貴的

文 化遺產，可以說是刻不容緩「搶救臺灣老電影」系列報導要帶您看到， 四、五十年前，
臺灣許多經典的黑白臺語老片，像是〈燒肉粽〉、〈舊情綿綿〉、還有〈回 來安平港〉、
和〈再見臺北〉，這四部電影的共同點就是，都有首讓人朗朗上口的電影主題 歌曲，而且
電影裡的主角像是洪一峰、楊麗花和文夏，都同時身兼主題曲的演唱人，不管是 歌聲、還

延
伸
閱
讀/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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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像，至今依舊讓人津津樂道；只是由於年代久遠，所以影片都呈現刮傷和潮濕 的危機，
需要經過數位修復才能夠永久保存，搶救臺灣老電影，帶您一起來看這二王一后當 年的模樣。

5.電影《阿嬤的夢中情人》預告片 
本片以台語片盛行時代為背景，教師可以利用本片作為引起動機，也可運用本片作為延伸

閱讀。

電影簡介：當年台語電影正狂熱時人稱北投為「台灣好萊塢」。小婕始終不信台語電影曾

經那麼美好， 但阿公總驕傲地說：「我可是當年最紅的王牌編劇 ...」對此小婕始終存疑。
小婕失憶症 的阿嬤病情日益嚴重，陷入現實與「夢境」的兩茫，並自稱是當年巨星萬寶龍
的太太 ... 終於，阿公說出當年在「台灣好萊塢」，如夢似幻般追逐夢想與愛情的故事 ...

6.林奎章。〈康丁：懷想台語片〉 
7.陳泰穎。〈黑白光影中，王哥柳哥遊台灣 〉 。網站。2015.08.21。

評量方式 /

1.課堂討論
2.實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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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道明。《台灣電影一百年》 。網站。2015.08.21。
5.張愷殷。〈重現遺失的台語片時光，專訪《阿嬤的夢中情人》導演蕭力修、北村豐晴〉
。網站。2015.08.21

6.藍祖蔚。〈薛平貴與王寶釧：出土〉 。網站。2015.10.10。
7.台語電影 -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