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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可能是很

好的拍攝題材。EX:小人物故事、

社區營造、古蹟修護、生態復育。

生活經驗

平時多吸收多元(新聞/雜誌/新媒

體)資訊，有助於建立並擴大自我

資訊資料庫，或許議題養個3年就

蓄積足夠的傳播量能。

資訊擷取

現正發生的議題，不論是政治、

教育、環境或文史，因為引起了

關注，勢必有其獨特之處，或許

能找到不同的解讀角度。

議題發酵

即便吸收的資訊量大，但若範圍

與主題太過雷同，會導致同溫層

太厚。多培養興趣可以增加不同

的想法與創意，甚至認識不同的

人，聆聽不同的聲音。

培養興趣

培養敏銳觀察力01

一生懸命的匠人素麵



培養敏銳觀察力01

議 題 選 擇 的 重 點

M o r e . .

故事性
人都愛聽故事
內容才是王道

特殊性
找出故事核心
讓影片與眾不同

執行性
主要受訪者口述能力

畫面呈現可能性
時間與季節配合

一生懸命的匠人素麵



有共同的經驗才能引發收視者的

共鳴，有共鳴就有可能引發興趣

增加繼續收視的可能性。

共鳴

人們最關心的永遠都是自己，如

果能從共鳴之後產生連結，就能

成功製造可看點。

連結
故事要有起伏，才會有張力，太

過平順容易流於流水帳，在爬梳

資訊時，要找出起伏點。

衝突

除了共鳴，與收視者經驗大相逕

庭的內容也會引起好奇心，增加

收視的機率。

歧異

02 題材資訊蒐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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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蒐尋

網 路 是 最 方 便 快 速的

資 訊 來 源 ， 關 鍵 字下

對 ， 就 可 以 找 到 相當

多 資 訊 ， 可 以 先 有概

略 瞭 解

02
文獻考究

將 網 路資 訊去 蕪存 菁後 ，

會 有 許多 不清 楚的 地方 ，

如 有 相 關 論 述 或 著作 ，

都 可 以 借 閱 參 考 ，增 加

不 同 角 度 的 解 析 看法

04
實地走訪

如 果 條 件 允 許 ， 也可

以 實 地 走 訪 一 趟 ，熟

悉 拍 攝地 點、 受訪 者。

田野調查03

03
電話訪談

最 真 實 的 第 一 手 資料 ，

能 從 中 獲 得 許 多 網路 上

及 文 獻 上 沒 有 的 資訊 、

並 觀 察 受 訪 者 口 條



拍攝現場實景

突破街頭與時尚的距離 Colasa

影片拍攝畫面



初擬影片大綱

04 大綱擬定

4

3 無畫面內容處理

2 增刪內容

1 確認架構

安排拍攝場景

將大綱文字化，可以幫助思考釐清故事的主軸與
重心、影片想傳遞的核心價值、故事的起承轉合
是否流暢

條列出拍攝項目與段落時間，能一目瞭然是否存
在冗贅無意義的片段，或是否有缺漏的內容

在無法捕捉到畫面的段落，要思考如何處理，用
資料畫面?模擬情境?動畫?
影片不若平面，可以用極少量影像帶過冗長內容，
如果太長時間沒有畫面支撐，影片容易流於枯燥，
需考慮該段必要性。

一切確認就緒後就可以依照大綱進行拍攝場景的
安排。



PPT模板 http://www.1ppt.com/moban/

影片拍攝05

將問題與場景、
對象列明，判斷
該場景適合的問
題，以利後續剪

接

拍 攝 通 告 單 範 例

安排拍攝場景與
時序(不必與大綱
順序一致)，拍攝
內容也敘明，以
免缺漏。
通告單應廣發給
當天參與拍攝人
員(含受訪者)，
如有問題才能提
早討論修正

事先查明交通路線與停車、
餐飲相關資訊，可降低拍攝
當日不確定因素造成的變數

TIP:



影片拍攝05

1 2

3 4

確保拍攝工作順利

任何狀況都需要臨機應變立刻排除，以免影響工

作進度與預期成果。

如遇不可抗因素，則須評估如何補救。

通告單項目都有拍攝到

通告單上預列的項目與畫面是基本，拍攝當下如

有餘裕，應該多觀察現場，看有無沒有預設到的

畫面或意料之外的情節發生，可以立刻判斷是否

需補充捕捉。

訪談內容

如果當天有訪談，除了通告單上預設的問題之外，

也可以再多挖掘其他問題，說不定能找到之前沒

發現的有趣的內容。

照顧受訪者情緒

許多受訪者對鏡頭與拍攝不甚熟悉，難免會出現

尷尬或慌張的狀況，在鏡頭前面也可能較生硬，

多和受訪者聊天，即便沒有再拍攝也要照顧受訪

者心情、和緩受訪者情緒，可以讓影片拍得更自

然順利。

拍 攝 通 告 單 範 例拍 攝 當 天 工 作 事 項 - 企 劃



影片拍攝05

通告單項目都有拍到

通告單上預列的項目與畫面是基本，拍攝當下如

有餘裕，應該多觀察現場，看有無沒有預設到的

畫面或意料之外的情節發生，可以立刻判斷是否

需補充捕捉。

畫面美感與調性

在了解主題之後，應該對於這支影片要呈現出來

的調性有了基本的概念，因此在拍攝時就可以依

照調性進行畫面設計，長鏡頭?短鏡頭?色調灰暗

或明亮?

收音與光線

訪談的收音很重要，太過吵雜或紛亂的環境除了

打斷受訪者情緒之外，在後製來說也會造成很大

困擾；自然音可以拿來輔助或過場用，因此在拍

攝時需要注意收音品質，以免優質畫面無法使用。

由室內到室外或更換場景都要再重新對焦、對白

以及光圈，確保拍攝品質

機動性的拍攝

拍攝越多不同角度、不同尺寸的畫面，在後製剪

輯上來說越好用，在主要內容拍完之後，可以多

觀察周邊環境，拍攝一些Insert用的畫面。或是一

些不在大綱腳本中的橋段，在不影響主要內容拍

攝時也可以收錄。

訪談時也要專心聆聽，講到的內容沒拍到要補起

來，以免後續剪接無畫面可使用。

拍 攝 通 告 單 範 例拍 攝 當 天 工 作 事 項 - 攝 影



06 後製剪輯

去 蕪 存 菁腳 本 撰 寫製 作 TC 表

拍 攝 帶全 都看 過一 遍， 並製 作 T C 表 ，

標 記 節 目 名 稱 、 拍攝 時間 、拍 攝主

題 ， 將 每 個 檔 案 中可 能會 用到 的段

落 記 錄 下 來 ， 包 含時 間碼 、訪 談起

始 句 和 內 容 概 述 ，最 後備 註可 以標

記 出 事 誰 講 的 、 在哪 裡講 或有 甚麼

特 色 ， 之 後 進 行 腳本 會更 好進 行內

容 的 審 視

以 大 綱 為 據 ， T C 表 為本 ，開 始進

行 腳 本 的 撰 寫 ， O S 的存 在是 為兩

段 訪 談 做 橋 梁， 不是 看圖 說故 事也

不 是 把 受 訪 者 講 的內 容重 複一 次。

腳 本 的 撰 寫 也要 顧慮 到場 景以 及有

沒 有 畫 面 可 用

如 果 在 拍 攝 的 時 候捕 捉到 大綱 沒有

預 期 的 段 落 ， 在 腳本 製作 的時 候就

是 評 估 是 否 可 以 放進 去的 好時 機。

但 因 為 是 預 期 之 外， 所以 在轉 場的

處 理 以 及 整 體 和 諧性 就要 更小 心

鎂光燈之外傳承者的獨白



畫 質 H D ,  4 K

格 數 2 4 ,  2 5 , 3 0

影 像 格 式

N T S C ,  P A L

檔 案 格 式

M o v ,  m p 4  等

基 礎 觀 念 與 技 巧 -

1 .  乾 淨 對 剪 是 趨 勢

2 .  罐 頭 效 果 已 過 時

3 .  避 免 不 同 角 度 的同 s i z e

4 .  同 s i z e 卡 接 傳達 不同 意義

5 .  沒 內 容 的 快 格 還是 沒內 容

6 .  快 格 不 一 定 一 鏡快 到底

7 . 影 像 需 能 建 立 故事 基礎 架構

8 .  聲 音 是 主 要 內 容但 非唯 一

06 後製剪輯
輸入檔案
1 . 確 認 格 式

2 . 確 認 完 整 輸入

檔案排序
1 . 依 據 剪 輯 腳本

2 . 依 據 剪 輯 排序

3 . 切 記 完 整 備份

影像標記
1 . 挑 選 空 景 標記

2 . 善 用 標 記 分類

3 . 標 記 可 避 免未 來重 複審 視
剪輯
1 .  說 故 事 講 節 奏

2 .  先 弄 清 楚 架 構

3 .  初 剪 建 立 架 構

4 .  細 修 格 為 單 位

5 .  避 免 重 複 尋 找

6 .  隨 時 備 份
輸出
1 . 確 認 輸 出 格式

2 . 輸 出 最 高 品質 再以 轉檔 軟體 降轉其他格式

3 . 繳 交 前 確 認



07 完成

修改初剪 審核 完成帶

製作出來的初剪毛片，建議給多一點人看過，才能發現不同的盲點，以下有幾個常犯的錯誤提供參考

1、故事架構模糊(段落不清)

2、重點太多不知所云

3、敘事不明(當局者迷)

4、銜接不順(故事線跳)

5、不當揭露

6、情緒營造不當(音樂、節奏)



QA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