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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介紹

簡述手機拍攝好處

一、為什麼用手機拍影片

不是拿起來就錄！關於用手機拍影片該注意的

那些小事

拍什麼？怎麼拍？事先規劃好的拍攝可以讓剪

接更簡單

不懂都可以問！

二、手機錄影注意事項

三、主題／分鏡／運鏡／鏡位

四、Ｑ＆Ａ



01.為什麼
用手機拍影片

手機總是在身邊，看到喜歡

的畫面就拿出手機來錄影吧！

人手一機

手機內建多種功能：

縮時／慢動作／4K畫質

功能多樣易上手

影片輸出上傳臉書、LINE分

享，簡單易用！

快速分享



縮時影片
濃縮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

適合：日出日落／人潮／車流

慢動作
捕捉稍縱即逝的瞬間

適合：小朋友／毛小孩

4K畫質
高畫質帶來更大的後製空間

手機都有的內建功能



02.手機錄影注意事項

許多人在手機拍攝時，

習慣拿起來就拍，

但我們使用手機是直式為主，

觀看影片則是橫式，

若前期以直式拍攝，

後期剪接則會相當麻煩！

因此需注意手機的拍攝方向。

手機拍攝方向 面對想拍的主題試著分段拍攝，

在剪輯時能更有邏輯的表達。

不要一次拍到底

現在是用什麼格式拍攝？

切換功能的按鍵在哪裡？

善用Google查詢：

「手機型號+相機教學」

先了解手上的工具，

才能事半功倍！

熟悉你的手機介面



03.
主題／運鏡
鏡位／分鏡

主題是什麼
人物／建築／花卉／旅遊／活動宣傳

最想呈現的是什麼
扣緊主題之外

如何用畫面點綴

如何構圖與運鏡
按下錄影前先想想看

第一幕該如何開始

分鏡與畫面銜接性
再想想！前一個畫面的開頭與結尾是什麼？

保持畫面的連貫性很重要



左右運鏡（Pan）

攝影機左右擺動

注意一次只動一個方向

常用來建立場景

運鏡 攝影機動起來讓畫面不再死板

但該怎麼動？

定拍

攝影機完全不動

最簡單的拍攝方式

但穩定性十分重要

常用於訪談／介紹影片

上下運鏡（Tilt）

攝影機上下擺動

注意一次只動一個方向

常用來建立場景

升降鏡頭

利用器材改變攝影機高度

起立蹲下也可以！

軌道推進（Dolly）

攝影機整體的前進後退或左右移動

善用可建立空間感

並讓觀眾感同身受



用來建立鏡頭，展現

主體與環境之間的關

係，或交代時間地點。

遠景

以拍攝主體為大部分，

以人像比例為膝蓋及

腰部以上。

中景

人像比例為胸部以上

區域，拉近觀眾距離，

也是訪談最適用的鏡

位。

近景

主體的細節或局部特

徵的畫面。

特寫

鏡位
手機鏡頭好多顆，該用哪一個？

拍人要拍多大？建築物怎麼拍？



不要一次「拍到底」
──分鏡

一個畫面只講述一件事

用畫面的串接講故事

鏡頭一：建築外觀概述地點環境

故事的開頭，先確立拍攝影片的場景

以「圖書館借書」為主題來舉例，

我們可將影片分為幾個鏡頭：

鏡頭二：書架全景

進一步交代現場，由大到小的介紹

鏡頭三：書籍特寫

拍攝現場物體讓觀眾明白現在在幹嘛

鏡頭四：人物細節

現場有誰？在做什麼事？有什麼特徵？

鏡頭五：拿書離開

故事的結尾是什麼？



• 以大遠景開場

• 右PAN用來交代場景

• 採用仰角加強建築感

「分鏡／運鏡／鏡位」放在一起看

鏡頭一／建築外觀 概述地點環境



• 左PAN

• 注意不與上一場景運鏡重複

• 交代人與書櫃

「分鏡／運鏡／鏡位」放在一起看

鏡頭二／書架全景



• 特寫交代人物在幹嘛

• 定拍需注意畫面穩定性

鏡頭三／書籍特寫

「分鏡／運鏡／鏡位」放在一起看



• 特寫人物眼神

• 進一步交代「正在找書」

• 定拍沒有重複問題

鏡頭四／人物細節

「分鏡／運鏡／鏡位」放在一起看



• 又回到書架與人交代人物離去

• 定拍可以微微的運鏡

鏡頭五／書架與人

「分鏡／運鏡／鏡位」放在一起看



「人物介紹」
主題分鏡

鏡頭一＆二／建立鏡頭交代場景

故事的開頭，先確立拍攝影片的場景

鏡頭三／人物細部特寫

故事的開頭，先確立拍攝影片的場景

鏡頭四／人物近景交代出完整人物故

事的開頭，先確立拍攝影片的場景

鏡頭五／遠景交代人物與環境

故事的開頭，先確立拍攝影片的場景



總結
習慣運鏡然後活用運鏡

每一次錄影前先進行思考

一切都不是死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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