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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青少年主動創作的線上作品可作為課堂製作作品與討論的範本，筆者將介

紹 YouTube 的電影極短篇，即為將標準長度的專業電影縮減成僅幾分鐘的短

片。這些電影極短篇的拍攝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真人翻拍或使用玩偶、樂高積

木、玩具或動畫製作，而且經常只保留最重要的部分，留下最關鍵的幾個場景。

此外，他們以創意十足的低科技、低成本解決方案，取代了高科技製作或數百

萬美元的特效。筆者將以三個極短篇作品來說明實習藝術教師使用這種拍片模

式的過程。在這些案例中，學生們投入相當多的心力來規劃與籌備，學習與使

用各種視覺與技術手法，同時展現轉譯不同文化形式時所需的創造力。學生不

僅因為強烈情感共鳴而樂於再造文化形式，同時也學習到批判思考及欣賞當代

主流文化形式所需的基本知識；這些主流文化形式基本上是以時間為基礎的寫

實敘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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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幾分鐘之內製作一部電影 (make movies in minutes)，當然不可

能。電影極短篇 (Movies-in-minutes) 是指一種 YouTube 影片形式，由許多

甚至才七、八歲的青少年合作，將原本標準長度的商業電影，剪輯成幾分鐘的

短片 (Duncum, 2013)。筆者和其他藝術教育工作者一樣，都認為這種青少年

於線上主動製作的作品，可以作為課堂作品的範本（例如，Manifold, 2013；

Freedman, et. al., 2013）。製作電影極短篇需要運用多種技巧與操作知識，

並對今日以敘事為主的流行視覺文化提出一種批判角度。製作過程當中還需要

問題解決能力、合作學習以及高度動機。製作電影極短篇是藝術教育走向視覺

文化的例子之一，並將觸角延伸至傳統與當代美術之外，擁抱流行文化（例如，

Duncum, 2006；Freedman, 2003）。視覺文化導向代表的意思是，現在學生

的心靈越來越受到數位流行影像的建構與影響，而藝術教育必須回應這種現象

才能獲得學生重視。 

過去幾年來，筆者要求前來筆者學校實習的藝術教師完成一項電影極短篇

作業。本文將描述最近這個班級學生製作的三部影片，這些影片目前都可在 

YouTube 上觀看。1 

    這些放在 YouTube 上，由青少年重製的熱門電影，已不僅是用來逃離現

實的賞心悅目之作而已。原版電影大多採用原型主題 (archetypal themes)，

例如英雄的試煉之旅、克服恐懼、實現目標、成長體驗、得到愛情、失戀等等 

(Campbell, 2008)。這些電影承擔起傳統說故事的功能，循循善誘觀眾符合社

會期待。電影作為現代文化作品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時也強化了社會的行為規

範，並提供深刻的心理滿足感。對青少年而言，電影具有重要的薰陶功能。難

怪以時間為基礎的科技在今日社會如此普及，而青少年重新剪輯的這些電影，

也反映出他們個人與世代的特質與傾向。 

                                                 
1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Harriet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s Stone)（最終版）。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fCPDmcqLQi8 

 《瑜伽褲的夏天》(Sisterhood of the Traveling Yoga Pants)，創作者 Sneha Gaikward。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ZHBSioBtF9o 

《飢餓遊戲：極短篇》(The Hunger Games: Movie in Minutes)，創作者 Regina Hinders，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njFfzOKvK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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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的電影的電影的電影的電影極短篇極短篇極短篇極短篇 

YouTube 上的電影極短篇基本上會省略幾乎所有細節，只保留主要角色

來串聯關鍵的幾場戲，並以低科技、低成本解決方案，取代動輒數百萬美元的

特效與高科技的拍攝手法。這些極短篇有時會擷取原始電影當中的畫面或音

訊，但大部份的時候會運用真人演員，和／或動畫、玩偶、娃娃、樂高積木和

絨毛玩具等重新翻拍。 

熱門賣座片如《金剛》與《鐵達尼號》至今依然是許多人的最愛。1997 年

耗資兩億美金拍攝的史詩電影《鐵達尼號》(Landau, 1997)，當中石破天驚的

沈船畫面動用了真實大小的模型、數個巨大的模型以及眾多電腦合成影像來拍

攝。YouTube 上也有青少年利用各種不同方法來翻拍這場經典畫面，包括在

水槽裡放一艘紙船，然後把水槽塞子拔掉，讓紙船在急流中亂轉，或是把一艘

大型樂高積木船放在水池裡，一旁用緊張焦慮的配音預告災難的來臨，還有人

將塑膠船放在藍色床單上，上下晃動床單，製造出巨浪一般的效果。 

有些翻拍影片還十分受到歡迎。Nigajoga 製作的《哈利波特》電影極短

篇於 2009 年 2 月上傳，截至 2014 年初本文撰寫時間為止，已經有超過 

1400 萬人次觀賞。這部影片成功地將大成本製作，翻拍成幾乎不用預算的影

片，同時融入更豐富的元素，讓整部影片充滿新意。Nigajoga 這位日本青少

年與幾個朋友合作，在戲仿《哈利波特》時，用上流社會的英國腔來玩弄 Harry 

與 Hurry 這兩個字，而其中的霹靂舞 (breakdancing) 片段更是發揮令人難以

置信的奇特魅力。和其他電影極短篇一樣，Nigajoga 的創作犧牲了前後連貫

的故事線，以重新創造出一系列經典又充滿情感張力的場景，而這些場景都必

須參照原作才會有其意義。而且，這部影片也和其他極短篇一樣，展現了一種

合作創意模式 (Jenkins, 2006)，讓青少年能共同分享與交換想法，再進一步

修改、延伸，於既有的文化模式之間相互激盪 (Wilson & Wilson, 1976)。 

教室製作電影極短篇教室製作電影極短篇教室製作電影極短篇教室製作電影極短篇 

受到這些影片的啟發，筆者開始要求大學裡的藝術教育系學生選擇一部電

影；接著請他們找出其中的主要敘事架構；決定必須呈現的場景與角色；選擇

一種媒材，例如真人演員、玩具等；製作分鏡表；然後思考如何利用他們可以

想得到的辦法，來呈現戲劇性的特效。歷經嘗試與挫折之後，筆者發現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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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挑選超越日常生活經驗以外的電影。電影的規模越大，越能激發出他們

更多的創意。 

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準備工作 

為了協助學生製作電影，筆者介紹了一些靜止攝影的基本要素，包括構

圖、視角、燈光、鏡頭和景深等。學生看完各項要素的 PowerPoint 簡報後，

分成幾個小組，然後各組製作 PowerPoint 簡報說明每項拍攝要素可以有哪些

變化。2 

例如以遠距構圖、緊湊或鬆散的全畫幅、四分之三構圖、二分之一構圖、

頭肩構圖、特寫與大特寫等手法來拍攝主題。學生利用俯角、平視與仰角來拍

攝；正面全部打光、後面、側面與四分之三打光；長焦、標準與廣角鏡頭；以

及深度與選擇性景深。學生要能說明各種拍攝手法適合和不適合哪些情況，以

及選擇的手法會如何定位觀眾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例如，學生必須解釋鬆

散的全畫幅構圖會如何呈現整個背景，但與緊湊的構圖相比，較缺乏戲劇張

力；俯角拍攝可以帶給觀眾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覺感；而正面打光如何使拍攝主

體顯得扁平；選擇性對焦會如何引導觀眾的注意力等等。 

接著筆者會介紹與時間有關的基本要素，包括攝影機移動方式，如搖鏡、

推軌、傾斜與縮放等，還有現在數位編輯軟體都有提供的眾多剪接技巧。學生

也要思考客觀與主觀視角，也就是攝影機的位置將觀眾放在哪個旁觀的位置

上，還有鏡頭何時代表劇中人物的視角。最後，學生要思考配樂、台詞和音效

如何突顯影像的意義。然後，我們會擷取好萊塢電影裡的簡短片段來研究，找

出上述提到的要素，並了解實際運用的狀況。我們會反覆觀看好幾次，每一次

研究不同的元素和多種元素的結合方式。一開始，筆者會關掉音效，讓學生把

注意力放在視覺元素上，然後再打開音效，讓學生清楚意識到音效為情節定調

的效果。 

接著我們會觀賞 YouTube 上的許多電影極短篇範例，並根據興趣、原創

性和連貫性進行評論。學生也會使用 YouTube 的標準（喜歡或不喜歡的評

價），並思考那些發表在 YouTube 上的影片評語是否合理。（筆者發現，讓

學生評論這些業餘創作對他們很有幫助，因為學生可以從負面範例中學到許多

製作精良的專業作品無法教他們的事）。 

                                                 
2
 有關此流程更詳細的描述，請參見 Duncu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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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電影選擇電影選擇電影選擇電影 

下面討論的這個班級會分成三組，每組由三到四個學生共同製作自己選擇

的影片。有一組選擇《飢餓遊戲》(Jacobson & Kilik, 2012)。另一組選《哈利

波特：神秘的魔法石》(Heyman, 2001)，他們和 YouTube 上許多擬仿影片一

樣，也將影片命名為《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第三組選擇《牛仔褲的夏

天》 (Chase, 2005)，並且使用與 YouTube 範例一樣的名稱，《瑜伽褲的夏

天》(Sisterhood of the Traveling Yoga Pants)。 

原版的神秘的魔法石電影是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第一集，在這部片中介紹

了多位主要角色和情境；三位年輕的主人翁建立起友誼，並在克服一連串黑暗

勢力的挑戰後，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牛仔褲的夏天》這部片當中有四位少女，

她們發現身材各異的四個人竟然都可以穿下同一件牛仔褲；當四個女生第一次

分開過暑假，適應獨立的個人生活時，這件牛仔褲成為她們之間重要的聯繫。

《飢餓遊戲》則描述一個未來的烏托邦社會，以遊戲取代了戰爭，讓年輕人進

入森林之中，為了個人生存互相殘殺，並實況轉播整個過程給一群激動的群眾

觀看；基本上，這部電影結合了真實戰爭與電視實境秀。 

雖然這些電影好像南轅北徹、各不相干，且有些電影的主題較為明確，但

其實都與類似主題有關。這些電影的主題都牽涉到友誼、發現自我、犯錯與改

正、忠誠約定、體能與道德的試煉、探險未知的世界、家庭失能、勇氣、感情

創傷和認知到個別主角的獨特性等議題。《哈利波特》與《飢餓遊戲》都涉及

英雄主義、展現才華、邪不勝正等概念，而《牛仔褲的夏天》與《飢餓遊戲》

當中都提到剛剛萌芽的戀情。 

《哈利波特》上映時，這些二十出頭的學生還是小孩子，而《牛仔褲的夏

天》和《飢餓遊戲》則主要是給青少年後期／年輕成人觀賞的電影。每部電影

都是根據暢銷書改編，而且都不只是「賣座片」，而是極有份量的票房「現象」。

這些電影對學生來說意義重大，而筆者看完這些電影後，也完全可以體會其如

此吸引人的原因。每部電影的製作都十分專業與細緻，能讓觀眾產生深刻的情

感共鳴，特別是對筆者學生的年齡層而言。 

製作分鏡表製作分鏡表製作分鏡表製作分鏡表 

由於大部份學生先前從未拍過電影，他們無法預料到拍片中可能遇到的困

難，但筆者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他們必須先製作一個詳細的分鏡表，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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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過程中浪費許多寶貴時間。如果繪圖能力有限，可以用書寫方式來彌

補，寫下他們打算運用的構圖與視角。每一個場景都要說明攝影機移動方式、

台詞、旁白、配樂與音效，並預估每一個鏡頭的時間長短。為了要預估時間，

筆者教學生閉上眼睛，在心裡想像畫面。 

然後每一組根據自己擁有的裝置來設計不同的拍片方式。有一組花了很長

時間，利用分鏡表來討論要選用哪些場景；另一組則是根據原版電影來挑選想

要的場景；第三組一開始先觀看 YouTube 上的其他翻拍版本，然後再討論可

以取材的部分、可以改進的部分，以及可以放入新方式的部分。他們在討論與

評論時，總是會先說「假如我們嘗試…」，以及「如果這樣做…，大家覺得可

行嗎」等句子做為開頭。 

在開始拍片之前，筆者先確認過各組的分鏡表，然後提出建議與問題，幫

助他們釐清想法；此步驟很重要，可以幫助他們確認是否已經考量到一些可能

遇到的問題。筆者希望知道哪些角色會由誰扮演；學生打算使用哪些服裝、化

妝和假道具；以及拍攝地點。但每組學生都會故作神秘，深怕洩漏天機，此時

每個學生都已迫不及待想要大顯身手了。 

拍攝與剪輯過程拍攝與剪輯過程拍攝與剪輯過程拍攝與剪輯過程 

學生的部分拍攝工作是利用租來的專業設備；有些則使用手機完成。回到

課堂後，學生利用筆電的 iMovie 或 Final Cut Pro 軟體程式來剪輯影片。雖

然各組都仔細地寫下每一個場景的分鏡表，註明特定構圖與角度，有兩組也確

實依據分鏡表來拍攝；但飢餓遊戲這組決定嘗試用其他幾種不同的構圖和角度

拍攝，然後再擇優挑選，而在剪輯過程中，他們也決定要採用大部份來自其他

構圖與角度的拍攝片段，以製造更多不同的驚喜。此時筆者的任務就是偶爾提

出些建議，而學生則十分投入，邊笑邊工作，完全樂在其中。 

學習電影語言學習電影語言學習電影語言學習電影語言 

在電影製作即將結束前，各組都寫下自己的心得，反省自己做的決定、遇

到的問題、找到的解決方案、有趣的意外插曲、以及從中得到的收穫。在學生

的評語當中，可以看出他們已經學會使用基本的電影語言，以下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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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平視角度來暗示觀眾正與片中角色一同坐在火車上，吸引

觀眾投入對話當中，但又以仰角來誇大海格壯碩的身材」。 

「我們一開始使用鬆散的全畫幅構圖來拍 Bridget，然後將鏡頭拉近至

她的臉部，再往下傾斜攝影機，拍攝她懷有身孕的肚子，接著再往下

拍地毯上流出的羊水」。 

「在拍四個女孩圍成圓圈坐在一起，象徵她們堅定的友誼時，我們選

擇用 360 度搖鏡來強調她們彼此之間的緊密聯繫」。 

「我們利用搖鏡、推軌和縮放鏡頭等方法，跟著角色移動，並加強強

調效果，而且我們發現使用手持拍法最能創造出持續移動的效果」。 

「我們大部份的影片都以靜態的攝影機來拍攝，但在動作場景則使用

快速搖鏡」。 

「當 Tibby 的朋友昏倒時，攝影機切換到她朋友的視角，讓觀眾看到 

Tibby 擔憂的神情。當 Kostas 向 Lena 訴說愛慕之情時，攝影機又切

換到 Lena 的角度」。 

 

每個團隊都強調他們發現了定調 (anchoring) 的重要性。 

 

「如果沒有配樂，我們的電影看起來就很平淡，而且鏡頭之間的轉換

也不流暢。但是，第一首配樂一出現，整部片子就生動了起來，充滿

戲劇性」。 

「在走廊上下奔跑的畫面一點意思都沒有，等到加入了狗叫聲才有了

意義」。 

「佛地魔讓人毛骨悚然的聲音也是十分重要的元素」。 

 

學習電影形式的基本語言十分重要，因為這能幫助我們決定電影建構的方

式，以及對觀眾產生的效果，就和藝術裡的線條、色彩、形狀等形式語言一樣

重要。了解電影語言能讓學生更懂得欣賞專業的電影製作，也更懂得如何抗拒

操弄手法。傳統媒體的技巧與知識有專屬的一套系統，電影也不例外。 

合作式創意合作式創意合作式創意合作式創意 

然而，學生製作電影極短篇的目的不僅是學習形式語言而已。這些作品還

顯現了兩種創造力：發明獨特的解決方案，以及在不同形式之間轉換時需要的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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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學生必須想出各種解決方案來克服經費上的問題。在原來的《哈利

波特》電影中，魁地奇大賽是讓人物騎著掃帚在天空中高速飛馳，但在學生版

的《哈利波特》當中，主角只能把掃帚夾在兩腿中間，往彼此飛奔過去。原版

電影裡有三個小孩被樹根纏住的場景，在學生版電影當中，改成三位主角抓住

低垂的樹枝，一邊使勁搖晃，一邊大聲喊叫；而原本要掉進樹根裡的戲碼，變

成他們一個接一個從樹上跳到地面上。原本電影當中使用電腦合成的巨型三頭

犬，在學生版本裡，則利用狗叫和主角驚嚇萬分的表情來取代。為了重拍片中

角色試圖拿到鑰匙的場景，學生們站在電影螢幕前方，將鑰匙飛過去的影像投

影在螢幕上，再配上幾支真的鑰匙啷鐺作響的音效。 

《牛仔褲的夏天》這組遇到的問題是要設計四個完全不同的背景，包括希

臘和水底。筆者建議他們可以站在傳統懸吊式投影機投影出來的畫面前方拍

攝，但因為剛好有一個綠色的螢幕，所以學生選擇了後者。他們利用這個方法，

創造出在不同地點旅行的效果。 

《飢餓遊戲》這組為了省下大型特效所需的經費，將重點完全集中在森林

場景裡，這樣就不用太多特效，但他們有一個問題不得不面對，就是如何根據

分鏡表的計畫，用箭射死一隻松鼠。雖然他們成功拍到松鼠在樹後面出現的畫

面，但不可能真的把松鼠射死，因此他們利用剪輯和箭快速飛過的音效來呈現

打獵的效果。 

學生面對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要將標準長度的電影縮減成只有幾分鐘長

度的短片。每一部原始電影都已經歷層層挑選與重製過程，才把厚厚的原著小

說濃縮成幾小時的電影，也就是說這些電影都是經過種種權衡與考量後，才成

功把一種媒體（小說）轉譯成另一種（電影）。例如，《牛仔褲的夏天》原著

小說當中的兩位主角原本有兄弟姊妹，但在電影版裡都被省略，且其中一個女

孩的冒險與書中描述有明顯差異，而書中原本歷經四個暑假的故事，在電影裡

只提到了一個暑假（參見 Brashares, 2003）。製作電影極短篇時，取捨的問

題更加困難，需要更大篇幅的濃縮工程，同時還要保留原著精神。 

雖然每部原版電影都具備前後連貫的傳統敘事特色，但學生們的電影和其

他 YouTube 版本一樣，都採取截然不同的敘事方法。每一部學生影片都遵照

原片的時間順序，但每部片幾乎都是根據學生對於原片的理解，將一連串個別

的場景組合在一起。筆者發現，學生挑選的敘事方式十分發人深省，他們不僅

說明了為何要選擇這些電影來翻拍，同時也解釋了學生為何會在製作電影時展

現如此高的興致。在仔細檢視這些極短篇後，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學生挑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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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不是為了設定後續的行動，就是在呈現情感張力。學生在製作時如此喜悅

的原因，似乎是因為他們有機會重新創作那些帶給他們深刻共鳴的關鍵時刻。 

情感動機情感動機情感動機情感動機 

就像原版《哈利波特》電影一樣，學生版一開始先建立背景地點，但和原

版不同的是，學生版立即跳到宣佈哈利成為巫師的關鍵場景。如此一來，省略

了宣佈成為巫師前的大部份情節，包括哈利家人的部份。其他早期的場景也同

樣刪除，直接進入三個主人翁相遇並自我介紹的部份，所以我們很快就認識了

主要人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原版電影當中還有許多冒險情節與其他角色，但

我們在這裡只看到幾個經典的試煉與勝利的場景。電影結束時，哈利消滅了主

要壞蛋，在還沒意識到前，手上已握住了魔法石。原版電影當中的所有後續情

節都被刪掉了。但是電影結束時，最大的危機已經化解，再配上動人的音樂，

留下令人滿意的開放式結局。簡而言之，大部份的設定場景和所有結尾場景都

被刪除，只留下足夠的設置來讓我們認識幾個主角，以及接下來一連串充滿情

緒張力的戲，展現主角們如何接受勇氣的試煉並鞏固彼此的友誼。 

《瑜伽褲的夏天》極短篇一開始是四個女孩的母親在健身房裡運動，和原

版電影相同，但不同的是，其中一個母親的羊水破了，呈現一種青少年戲仿特

有的嘉年華狂歡氣氛。接著由一段簡短的文字敘述帶領我們認識這些已是二八

佳人的少女。和原版一樣，這些少女手牽著手開心地走在人行道上，然後走進

一間服裝店，開始試穿牛仔褲。在原版電影中，服裝店裡的戲花了一些時間，

但學生版則簡化成女孩們一個個從試衣間裡走出來，發現這條牛仔褲很適合她

們每一個人。到目前為止，所有場景都是為了設定情境，也就是女孩們原本就

是死黨，而現在這條牛仔褲為她們的情誼增添了一種神秘色彩。原版電影接著

開始闡述四個女孩各自的冒險故事，並在各個主角之間多次切換，但學生版只

使用一、兩個場景來描述每一個女孩的故事，而她們的冒險如何發展則是快速

帶過。例如，原版當中有一連串場景用來描繪其中一個女孩對父親再婚的反

應，她一開始感到很困惑，等到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發洩出憤怒的情緒。在學

生版當中，她一開始就顯得既困惑又憤怒，這樣的處理似乎與原版一樣都具有

心理學上的說服力。和原版相似之處在於，學生版結尾時，女孩們再次團聚並

許下終生不變的友誼誓言。因此，雖然經過大幅濃縮刪減，但學生版電影的結

構仍遵循原版，四個女孩在一起、分開，最後重聚。學生版將重點放在她們情

感的問題與堅定的友誼上，保留了原版的情感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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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遊戲》的學生版採用搖鏡拍攝女主角在森林中狩獵的畫面，為她日

後的高超技術預留伏筆。接著我們看到女主角在安慰妹妹，以及為了救妹妹自

願參加這場遊戲。她接下來的行動都是為了表現她的自我犧牲精神。然後女主

角與心儀的對象準備面對即將到來的嚴峻考驗。設定好主角和情境後，接下來

是一連串的打鬥、犧牲與悲劇場景，最後是兩位主角對獨裁統治奮不顧身的挑

戰。雖然學生版省略了那些從電視上觀看狩獵節目現場直播的人物，但仍透過

狩獵場景重現了主戲本身。 

在每一個學生極短篇中，場景皆用以設定主要情境或再現關鍵感情戲，包

括遭逢與克服危險、死亡、建立與考驗友誼、還有愛情的出現。場景主要都是

為了呈現自我犧牲、勇氣與忠誠關係。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事實證明，YouTube 電影極短篇的電影形式可結合常年與時下的現實情

況，並將相關現實帶入課堂當中。如導論中所言，藝術教育的視覺文化導向對

於流行文化與傳統或新藝術同樣重視，而如今數位平台上以時間為主的敘事媒

體已成為主流的文化形式，也難怪青少年可以利用隨手可得的新科技，再次利

用這些形式。青少年已經能十分專業地處理數位科技，今天他們只需要手機和

筆電，就能將流行媒體消費轉變成自己的創作作品。同樣地，青少年文化一直

在探討勇氣、友誼、忠誠與精通技能的意義，許多電影也都是鎖定青少年族群

為主要觀眾群。在新科技的輔助下，有些青少年熱切地想以自己的感受來重新

詮釋這些主題，宣揚自己的理念，並透過他們激進而叛逆的文化特質，創作出

不僅誇張爆笑且創意十足的戲仿之作。 

但是，並非所有青少年主動製作的 YouTube 影片都值得一看。許多影片

實在乏善可陳、空洞無聊，連最基本的拍攝、剪輯與堆疊音軌技巧都不會。同

樣地，大部份的藝術教師和筆者的實習教師也缺乏技巧與知識可以協助青少

年。這也是為何筆者要教授這些技巧和知識，而電影極短篇是很好的練習，因

為對學生來說也是很特別的挑戰。雖然青少年創作了許多 YouTube 影片類

型、次類型和混合類型，但大部分在結構上都相當簡單，有些影片只不過是對

著攝影機講話而已。電影極短篇的製作過程包括建立架構與流程、思考如何將

攝影機擺放在最適合拍攝動作的位置、何時呈現、何時訴說、何時使用畫面與

文字、如何以音樂和音效營造氣氛，以及一個場景應該以多長時間來維持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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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在製作這些電影時，學生們得以一窺專業電影製作的堂奧，也學會日

後為人師表時，可分析電影以及表達期望的方式。 

以筆者學生為例，他們雖然是使用自己熟悉的科技，但在過程中獲得了身

為製作人的自信，並由此建立起所謂的內行人知識。現在他們可以更深入了解

電影，並思考導演何以做了這樣的安排，進而意識到這些安排意圖如何影響觀

眾。雖然學生從解決問題之中獲得了學習的動力，但筆者認為其實是情感共鳴

的部份激勵了他們。就如飢餓遊戲小組所言， 

 

在完成影片時，我們對於電影製作的專業有了全新看法。這次活動花

了我們許多精力與時間，但我們的電影長度才短短幾分鐘。好萊塢電

影的長度更長，因此一定花了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才能完成。經過

了這次的製作活動，我們更加了解專業電影當中必備的攝影機角度、

燈光、音效、特效與演技等元素。身為學生，我們難得有機會為自己

真正喜歡的事情努力。整體而言，這是充滿挑戰的計畫，也是重大的

啟發。我們學習到的一切都富含教育意義，若能運用在未來教學上，

一定能帶來無限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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