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教學設計理念說明 

 

(一)設計理念 

表演藝術範疇包含了各類表演藝術知識、聲音與肢體的表達、創作、展演與賞析。在十二年國

教多元入學原則之下，藝術領域也被列入免試入學比序項目之一，讓教學正常化及適性揚才提供學

生更多發展創意的空間。自民國 103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美感教育計畫，以美的感受力、想像力、創

造力與實踐力普及於生活各層面，透過藝術教育來提升美感素養，透過藝術欣賞來覺知美感文化與

品味，進一步擴展全面性的美感終身學習。 

 

此單元的教學對象為八年級的學生，學生的先備概念就已具備了解舞台上的戲劇表演強調的是

即時、現在進行式的，不能暫停、無法喊卡的現場演出；而電影則是按照分鏡劇本拍攝，依導演指

示可跳拍、隨時喊卡、演不好可以重拍。因此，在微電影的製作過程中，先引導學生認識電影的發

展簡史，了解電影與其他藝術不同之處，能欣賞不同類型的電影並學會以更多元的角度欣賞電影，

接著能理解電影的分工、內容及製作流程並能運用拍電影所用的藝術手法，最後分組分工學習自

編、自導、自演、自製一部微電影並與同學分享影片與實作心得。 

 

 (二)核心素養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拿起手機或相機來記錄生活點滴，而電影就是透過鏡頭讓影像說話，將人

生百態、喜怒哀樂的故事透過影片畫面呈現出來。電影這門第八藝術是現今非常普及的大眾娛樂，

也是非常專業的一門綜合藝術，融入了文學、音樂、繪畫、舞蹈、戲劇、雕刻、建築等七大藝術，

並輔以電腦與科技的應用呈現出來。 

 

此課程的設計目的為引導學生了解電影的表現形式，如何運用影像說故事、如何了解劇本並提

供演員演出的指導、如何安排攝影機的位置、以及如何操作電影剪接軟體。提供學生機會探索生活

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的美感認知與實踐應用，引導學生親身體驗探究各類藝術的表現技巧，並將

藝術應用在生活場域當中，提升美感認知與表現，為培育具備美感能力的文創產業人才奠基。 

 

 (三)議題融入 

電影實作課程融入了資訊科技的應用以及生涯規劃教育兩項議題，在課程中引導思考與探索，

讓學生學習操作應用剪接軟體製作影片，了解幕前幕後的工作內容以及團隊分工的重要性，培養學

生對自我的覺察力，了解自己個人特質、性向與興趣，相信對於學生未來的職業探索及生涯規劃多

有助益。 

 

 



 

二、單元架構 

(一) 課程架構圖 

 

主題 

 

 

課程領域 

 

 

節數 

 

 

單元 

名稱 

 

 

 

 

 

單元 

目標 

 

 

 

 

 

 

 

 

 

主要 

教學 

 

 

 

 

 

 

評量 

 

  

我的青春微電影 

 

藝術領域 (表演藝術) 

十節課 

誰扮誰， 

誰就得像

誰 

誰扮誰， 

誰就得像

誰 

回到未來~ 

老妝臉 

編導演來 

拍電影 

(五節) 

 

第八藝術 

是電影 

(二節) 

 

一、能了

解舞台妝

的特色及

對於角色

扮演的重

 

二、能藉

由人物觀

察與模

仿，了解

老妝的特

徵  並能

五、 

學習自編

自導自演

自製一部

微電影並

分享影片

與實作心

得。 

 

介紹電影藝

術的特色與

各種類型，

了解電影發

展的演變。 

誰扮誰， 

誰就得像

誰 

回到未來~ 

老妝臉 

有聲有色 

歌舞影 

(一節) 

 

光影 100 

話電影 

(一節) 

無聲黑白 

卓別林 

(一節) 

 

一、能了

解舞台妝

的特色及

對於角色

扮演的重

 

二、能藉

由人物觀

察與模

仿，了解

老妝的特

徵  並能

四、 

能理解電

影的分工

內容及製

作流程並

能運用拍

電影所用

的藝術手

法。 

一、 

認識第八

藝術電影

的源起與

發展歷

史，並說

明微電影

的特色。 

 

二、 

能了解電

影與其他

表演藝術

之不同以

及電影分

鏡手法。 

 

三、 

能欣賞不

同類型的

電影並學

會以更多

元的角度

來欣賞電

影。 

 

了解電影構

成的要素，

介紹早期默

片的特色與

攝影機運鏡

的方法。 

賞析國內外

經典的電影

段落，介紹

臺灣電影的

發展以及幕

前幕後的分

工。 

從故事文本

完成分鏡劇

本畫面，並

透過手機學

會運鏡技巧

以及學習影

片剪接軟體

的應用。 

透過播放各

組微電影影

片，由同學

互評後發表

感想，並完

成學習單的

回饋。 

觀察評量、討論發表、小組合作、實作評量、表現評量、同儕互評、學習單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表演藝術 
設計者 

台北市敦化國中 

表演藝術教師 潘蓓棻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總節數 共 10 節，450 分鐘 

單元名稱 我的青春微電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表 1-IV-2 能理解表演的形

式、文本與表現技巧並創作

發表。 

 

表 2-IV-1 能覺察並感受創

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表 3-IV-3 能結合科技媒體

傳達訊息，展現多元表演形

式的作品。 

 

表 3-IV-4 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核心 

素養 

 總綱 

A 自主行動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

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

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

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

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

體的互動關係。 

 

Ｃ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

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與人

和諧互動的素養。 

 

 領綱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

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

意。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

與藝術的關係，進行創作與鑑

賞。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

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

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學習內容 

表 E-IV-2 肢體動作與語

彙、角色建立與表演、各類

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表 A-IV-3 表演形式分析、

文本分析。 

 

表 P-IV-3 影片製作、媒體

應用、電腦與行動裝置相關

應用程式。 

 

表 P-IV-4 表演藝術活動與

展演、表演藝術相關工作的

特性與種。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1.資訊科技應用 

2.生涯規劃教育 

實質內涵 
1.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2.了解個人特質、興趣與工作環境。 

教材來源 參考康軒版八上並融入自編教材。 



學習目標 

 認識第八藝術：電影的歷史發展，了解電影與其他表演藝術差異性。 

 認識電影拍攝手法、運鏡技巧、文本格式與分鏡劇本的安排。 

 理解電影製作流程、分工內容及學會後製剪接軟體。 

 發揮小組團隊精神，運用手機或數位相機，嘗試創作一部 5 分鐘的微電影。 

 透過賞析與互評，分享電影實作的心得與感想。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 

【第一節課】光影 100 話電影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 

 (1)喜不喜歡看電影?問學生最近看了那些電影?喜歡

什麼類型的電影? 

 (2)是否有注意到近幾年金馬獎及奧斯卡得獎的影片 

何片?最佳導演及最佳男女演員是誰? 

2.請學生思考： 

 (1)台灣的金馬獎或國外的影展中通常你會注意那些

得獎人? 

 (2)幕後工作者你是否曾注意到?有那些獎項是頒給

幕後人員的? 

二、發展活動 

1.藉由生活中的大眾娛樂「電影」來介紹電影發展 

歷史軌跡與重要人物，並說明電影發展的幾個重要 

時期演變以及構成電影的主要元素。 

三、討論活動 

1.播放周杰倫電影《不能說的秘密》片段，請學生討 

論影片中故事內容及人物角色，影片畫面出現那些場 

景?有那些對白?並試著以分鏡劇本方式記錄下來。 

 

 

 

10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觀察評量 

參與熱忱 

回答反應 

 

 

 

 

 

 

 

學習態度 

專注程度 

 

 

討論評量 

 

【第二節課】無聲電影卓別林 

一、引起動機 

1.欣賞卓別林的默片，說明早期電影都屬「無聲電影」 

的原因，並了解字幕(間幕)的重要性。 

二、發展活動 

1.介紹美國導演「葛里菲斯」對電演的貢獻，運用多

變的攝影機鏡頭、角度和移動攝影的方法，讓同學

了解如何運用鏡頭及角度的方法，讓電影畫面有更

豐富的說故事技巧。 

 

 

 

20 分鐘 

 

 

25 分鐘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 

欣賞辨別 

 
 

 



  

【第三節課】有聲有色歌舞影 

一、引起動機 

1.欣賞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說明錄音設備的

發明讓聲音成為電影表現的重要元素，也讓學生了

解幕後配音及同步收音的差別以及音樂、音效對電

影畫面及情節推展的主要作用。 

二、發展活動 

1.介紹台灣電影的發展，並透過電影最高榮譽-金馬獎

的頒獎獎項讓學生了解電影幕前幕後的分工。 

2.介紹電影的分級制度。 

 

 

20 分鐘 

 

 

 

 

25 分鐘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專注程度 

 

 

口語問答 
 

 

【第四節課】編導演來拍電影 

一、引起動機 

1.欣賞公視微電影系列小品以及金馬影展系列中台灣

資深、新銳導演的 5 分鐘微電影，從故事內容及畫

面構圖來探討如何將心中的創意轉變成電影的畫

面。 

二、發展活動 

1.說明電影構成的要素，包含：故事、影像、聲音、

剪接。 

2.介紹電影的各個類型，以及微電影的概念。 

三、綜合活動 

1.按照幕前幕後的工作依與趣及專長分成三組，每組

12 人，分別：導演 1 人、編劇 1-2 人、攝演 1-2

人、演員 5-6 人、剪接 1-2 人、音樂、服裝或道具

1-2 人。 

2.分組討論劇本內容，以校園內的生活點滴為創作來

源，並依照劇本文本格式撰寫。 

 

 

15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專注程度 

 

 

 

實作評量 

小組討論 

實作活動 
 

 

【第五節課】編導演來拍電影 

一、引起動機 

1.教師介紹電影前製流程，並說明如何將劇本文本內

容改編為分鏡劇本。 

二、發展活動 

 

 

15 分鐘 

 

 

 

 

觀察評量 

學習態度 

 

 



1.引導同學分組(分成三組，每組 11-12 人)討論一個

以校園故事為主題的內容，先編寫故事大綱，再構

思情節，發展出一部約 5 分鐘長度的微電影。 

2.就幕前幕後的分工，分組討論個人專長、興趣來分

派工作與角色，共同完成前置作業。 

3.下週開始電影拍攝階段，請學生準備各項用品(包

含分鏡劇本、攝影機、服裝道具)。 

     

圖(一)劇本大綱及工作分配   圖(二)劇本文本 

    

圖(三)分鏡劇本             圖(四)分鏡劇本 

30 分鐘 
 

實作評量 

小組分工 

文本創作 

實作活動 
 

【第六、七節】編導演來拍電影 

一、引導活動 

1.開始電影拍攝：由教師帶領同學在校園內取景，並

說明幾項原則：不要進入教學區、內容不能有暴

力、色情、猥褻、髒話等不適當鏡頭、個人隱私及

非經同意的場地也不能隨便入鏡。 

二、發展活動 

1.各小組聽從導演的指示，依分鏡劇本選擇拍攝的場

地，攝影師準備好器材，演員背好台詞對話，了解

走位位置，然後開始進行拍攝。 

2.下課前五分鐘每組回到指定集合地點，由教師觀看

 

 

5 分鐘 

 

 

 

 

80 分鐘 
 

 

5 分鐘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形成性評量 

 



拍攝的影片段落，可及時發現拍攝的狀況以及進

度，並適時掌握學生們的分工情形給予指導。 

 

【第八節課】編導演來拍電影 

一、引導動機 

1.教師說明電影剪接軟體的取得來源「威力大導演」

可網路下載 30 天的試用版」或是 Windows XP 內含

有「Ｍovie Maker」皆可應用。 

二、發展活動 

1.教師利用「Ｍovie Maker」示範電影剪接軟體的應

用及操作步驟。 

2.影片匯入後依照情節前後順序剪接，了解時間軸與

腳本兩種模組下的操作方式，配上音樂、音效、字

幕、旁白，以及影片間的轉場效果，前後再加上劇

名、片頭開場及演出人員表和幕後花絮，完成一部

精采的微電影。 

 

(教學示範：匯入影片及轉換時間軸、腳本兩種模組) 

3.教師要確認負責剪接的學生是否完全了解影片剪接 

的操作步驟，並給予適當的協助。 

 

 

5 分鐘 

 

 

 

40 分鐘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軟體操作 

影片剪接 

 
 

 

【第九節課】第八藝術是電影 

一、引起動機 

1.各組微電影作品繳交，由教師播放欣賞同學的作

品。 

二、發展活動 

2.欣賞後由教師引導共同討論影片的故事內容、攝影

的角度及運鏡、鏡頭的銜接、轉場的效果、演員的

演出表現，以及特殊的配樂、音效，字幕與旁白、

幕後花絮…等等的表現。 

 

 

20 分鐘 

 

 

 

25 分鐘 
 

 

 

觀察評量 

作品發表 

 

表現評量 

討論發表 

 

【第十節課】第八藝術是電影 

一、引起動機 

 

 

 

 

 



1.上週欣賞過各組同學微電影的作品後，由同學互評

選出最佳影片、最佳演員、最佳剪輯、最佳配樂、

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後由教師給予總評以及回

饋。 

二、發展活動 

1.請同學書寫「電影學習單」，並分享個人在電影實

作中的心得及感想。並思考對於未來職業探索及生

涯規劃是否有所助益。 

 

 
 

 

 

15 分鐘 

 

 

 

 

30 分鐘 

表現評量 

同儕互評 

 

 

 

學習單 

分享回饋 
 

 

  



四、教學成果： 

 

   

   

 

   

 

      

 



 

        

        

 

       

 

       



五.學習評量 

 

 A B C D E 

鑑賞 

 

能清楚說出電

影發展簡史及

特色與類型，

並完成電影學

習單的書寫。 

能說出大部份

電影發展簡史

及特色與類

型，並完成電

影學習單的書

寫。 

能說出部份電

影發展簡史及

特色與類型，

並完成電影學

習單的書寫。 

只能說出少部

份電影發展簡

史及特色與類

型，並完成電

影學習單的書

寫。 

未達 D級 

表現 全組人員能發

揮小組合作精

神進行幕前幕

後任務分工進

行演出及拍

攝，並由後製

人員運用剪接

軟體完整呈現

故事劇情(包含

字幕、配樂、

音效、轉場等

特效)。 

大部份人員能

發揮小組合作

精神進行幕前

幕後任務分工

進行演出及拍

攝，並由後製

人員運用剪接

軟體完整呈現

故事劇情(包含

字幕、配樂、

音效、轉場等

特效)。 

部份人員能發

揮小組合作精

神進行幕前幕

後任務分工進

行演出及拍

攝，並由後製

人員運用剪接

軟體完整呈現

故事劇情(包含

字幕、配樂、

音效、轉場等

特效)。 

只有少數人員

能發揮小組合

作精神進行幕

前幕後任務分

工進行演出及

拍攝，並由後

製人員運用剪

接軟體完整呈

現故事劇情(包

含字幕、配

樂、音效、轉

場等特效)。 

未達 D級 

實踐 全組人員能發

揮同儕互評的

精神，經由賞

析討論能完整

地發表回饋各

組影片的特

色。 

大部份人能發

揮同儕互評的

精神，經由賞

析討論能大部

份完整地發表

回饋各組影片

的特色。 

部份人能發揮

同儕互評的精

神，經由賞析

討論並粗略地

發表回饋各組

影片的特色。 

只有少部份人

能發揮同儕互

評的精神，經

由賞析討論粗

略地發表回饋

各組影片的特

色。 

未達 D級 

 

 

 

  



六、教學省思 

微電影實作課程的教學設計主要是希望能提供學生機會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讓學

生能親身參與探究電影藝術的表現技巧。因此，一系列的課程設計為十節課，從了解電影的歷史及

發展演變，到電影的製作流程，以及最後由學生分組完成編、導、演一部影片，學生們經歷的過程

以及所得到的成就感一一分享並回饋反映，大部份學生認為這個活動是在國中生涯中最難忘的回

憶，也是一項最有成就感的作業。 

 

透過學生心得分享與教學實施的過程，個人的教學省思與結語如下： 

(一) 表藝專業，培養美感 

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演員不斷 NG，導演不斷喊卡，攝影師的手不斷的晃動，每個同學都覺得與

一般演戲不同，常因笑場或台詞忘記而讓全組人員抓狂，拍不好就得重拍，是相當有趣的經

驗。大部份學生一開始覺得拍電影就只需拿個相機或手機拍一拍，演一演戲就好，但一旦投入

後才驚覺原來拍電影是一項非常專業並具有技術性的工作。因此，個人深感表演藝術課程的必

要性，不能淪於配課科目，教師也必須是專科領域且具備專業知識，才有能力、有深度的引導

學生認識各類型的表演藝術，並且設計創新的實作活動來增進學生了解表演的特色。 

(二) 溝通協調，團隊合作 

微電影實作課程讓學生更加了解團隊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對於幕後幕後的工作內容也有更深一

層的認知和體驗，無形中啟發他們對電影工作的熱情，很多學生都希望將來能再有一次拍電影

的機會。 

(三) 職業探索，實現夢想 

拍攝當下每個人彷彿都被吸進情節當中，非常的入戲，演得傳神、拍得有質感、配合導演的想

法，讓每個人都化身為名導演、大編劇、超級巨星，對於未來生涯規畫及職業探索更多了一份

夢想。 

(四) 展現自信，挑戰自我 

從劇本編寫到影片剪輯，學生能從中發現無數的趣味，尤其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創意，呈現自

己的故事和心情。從每一段拍攝後的影片來省視、修正自己的演出，一次比一次演得更純熟、

更自然，對自己的表現也愈來愈有信心，並能激發出對電影的熱情與興趣。 

(五) 多元學習，高成就感 

從看電影到拍電影，學生認為這次的電影實作課程能完全體驗到拍戲的辛苦，也能去思考每部

影片成功背後的因素，從編劇、演戲、拍攝到後製，每項工作都是不容易的，但每個組員都有

自己的工作和發揮所長的地方，這是考科當中學不到的知識，也是考試考不出來的能力，而且

每次看完影片，心中都會湧出驕儌和喜悅感。另外，透過表演藝術課程融入各項重大議題與性

別平等概念，更能免於說教式的教導或口號式的宣導形式，進而內化成為個人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