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小主播 

研究者：高玉瑋 

指導老師：王璽崴 
壹、研究動機 

    在我參加"我是小主播"這個研習營之前，我有過幾次"小小說書人"的比賽經驗，而且都有不錯的成績

，再加上我本來就對"口語"這方面很有興趣，所以想藉著這個機會，增強我的語文和表達能力，同時還

可以了解威力導演的各種功能，例如:剪輯影片和音檔、上字幕，而且還可以代表學校參加，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於是我除了去比賽，也把它當作研究的主題。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各種威力導演的影片製作技巧。 

二、了解訪談以及拍攝影片的各種技巧。 

 

參、文獻探討 

講義的內容： 

    為了把影片的水準拉高，參考活動獎講義的各種拍攝技巧後，一共分成三段:拍攝時的物體位

置、拍攝角度和順序與位置。 

一、拍攝時的物體位置 

(一)三分法則：將畫面分成三等份，讓被拍攝的主體落在等分線上而不是中央，可

以讓畫面更活潑。 

(二)井字構圖：將畫面分成直與橫的三等份，等分線形成「井」字型，把拍攝重點

落在井字的四個交點。 

 

二、拍攝角度 

(一)水平鏡頭：以角色主體的視線作為拍攝的標準，畫面表現自然，構圖平穩對稱

。 

(二)俯角鏡頭:由高處往低處拍攝，主體變小，表現出主體渺小和孤寂哀傷感，彷彿 

看著手無縛雞之力的孩童或弱小的動物。 

(三)仰角鏡頭：由低處往上拍攝，主體加大，可以是演員看起來變得高大，容易引

發觀眾心生畏懼。 

(四)側角鏡頭：在被攝主體側部拍攝。 

(五)全景或遠景：確認環境的整體關係和位置。 



 

(六)中景：描寫主體的動作。 

 

三、順序與位置 

(一)近景或特寫：表現主體的表現與對事物的反應。 

(二)分鏡：以故事格的方式來說明影像構成，將連續畫面以一次運景為單位做分解

，並且標註運鏡方式、時間長度、對白、特效等。 

(三)180度假想：攝影機只能在主體的一邊拍攝，就是對話線與攝影機和主體自然

形成一種關係位置，如果攝影機超越對話線就會產生方向混淆問題。 

 

肆、創作歷程 

    從一開始討論，到比賽結束，大約花了三個月，每次到學校都要做很多事，於是我把工作內

容分成討論分鏡、蒐集資料、採訪與拍攝、旁白錄音、影片剪輯依序說明。 

 

一、討論大概的分鏡  

    在7/18我和指導老師共同討論並繪製分鏡圖，開頭時的畫面草圖(圖一)、訪問時的畫面草圖(圖

二)、介紹另一個地方時的畫面草圖(圖三)、問答時的畫面草圖(圖四)。 

 

 

圖一                   有開頭時的畫面草圖 圖二                     訪問時的畫面草圖 



 

 

圖三           介紹另一個地方時的畫面草圖 圖四                     問答時的畫面草圖 

 

 

 

 

 

 

 

 

 

 

二、蒐集資料 

    在7/28，我們到校史室尋找在影片中可能會用到資料，如果有需要，製作影片的時後就可以直

接使用。我們挑選有關學校歷史的文件，方便了解學校改變之處和阿玲姊可能參與的重大活動

，86年12月29日的輔導室日誌內容(圖五)、會議記錄簿的封面  (圖六)、60-87年得獎紀錄、80-86

年教務處教學組活動照片(圖七)、1986年6月“民生園地”的封面，是當時美國教育團隊蒞校時的

照片(圖八)。 

                    

圖五   86年12月29日的輔導室日誌內容          圖六  會議記錄簿的封面 



 

                      

圖七   80-86年教務處教學組活動照片        圖八  1986年6月“民生園地”的封面 

                                          ，是當時美國教育團隊蒞校時的照片 

三、採訪與拍攝 

 在8月10日訪問學校的事務員阿玲姊，談談學校裡有什麼與以前不一樣的地方，例如以前

的圖書館是大會議室、現在的遊樂場以前中間有一個國父的銅像等。在這段時間，我也有在學

校個地拍攝空景，拍了操場、遊樂場、廁所、辦公室等。為了把第一次訪談的影片內容再次修

正，我又再擬了一個訪問大綱並訪問阿玲姊以及阿玲姊的同事，如圖十一。  

 

      圖九           拍攝空景 圖十    拍設完一個段落後休息  圖十一  訪問出納嘉雯 

                            

       圖十二   第一次的訪問大綱照片          圖十三         第二次的訪問問題照片 

四、旁白錄音  

    在8/14到9/17這段期間，為了準備錄製影片，我去資優班旁的牆壁錄製片頭(圖十四)，因為那

裡不只離資優班很近，如果要重拍就不會太浪費時間，而且也較美觀，所以決定在那裡拍攝。

在撰寫片頭文稿時，我擬定了大綱後使用了ChatGPT修飾句子，再將產出的文章調整後定案。透

過片頭文稿表達阿玲姊在學校很長一段時間，經歷了許多變化(圖十五)，作為影片的開頭。     



 

 

      圖十四         影片片頭 圖十五                          比賽現場念稿 

 

 

五、影片剪輯 

    從8/10日到9/17進行影片的編輯，工作內容包含上字幕，插入實際的對比照片、調整照片大小

、減除不需要的段落、剪去失誤的部分、淡入淡出的效果、加上轉場動畫、調整音量、 

根據旁白的話加上字幕等。此外，因為影片有時間限制所以我將介紹校門的段落刪除，也將同

事對阿玲姊看法的那一段刪掉了一部分。最後將影片內容包含前言、學校的變化介紹---圖書館

前身介紹、以前的操場介紹、以前的遊樂場介紹、阿玲姊的工作內容以及阿玲姊同事對他的看

法。   

 

 

 

伍、成果說明(含回饋檢討) 

一、成果說明 

    從一開始，我們想要訪談的對象，打算從別人眼中不起眼，可是卻又為學校貢獻很多的那種

「大人物」來想，而我們覺得要處理很多事情的事務員最適合了。我們想要在了解這位大人物

的同時，不只可以知道他究竟做了什麼樣的工作以及經歷了那些事，還可以藉機了解校園的改

變並做出比較，讓大家清楚知道這好幾年的演化，同時也感激在我們身邊付出的所有人，我們

現在擁有的東西，或許是經過千千萬萬個人的努力才來到我們身邊，即便是你手上的筆也一樣

，我們必須感謝為我們付出的人。 

 

二、比賽情形  

    比賽的場地為該校禮堂，非常寬敞，一排椅子做二至三組。當天在前幾分鐘練習之後，每組

限時五分鐘發表，時間到了就要下台。在講台對面有計時器，讓選手知道剩下幾秒，而評審坐

在講台正前方，為各組評分。預備組會在舞台後方準備，上一組一結束就馬上上場。可惜我們

沒有得名。 

三、比賽檢討 

    複審沒有通過，可能有很多因素，於是我依照評審的評語及回看影片，把可能扣分的選項列

出來。 



 

1.沒有打出音源。 

2.也沒有標示出哪個是以前的圖片，哪個是現在的圖片。 

3.要把影片中阿玲姊同事對她的印象的影片長度縮短。 

4.沒控制好時間，不然在比賽現場前段和後段就可以放慢語速來講，讓播報效果更好。 

5.在影片中，沒有引用故事來當作實例，來證明她做了什麼? 

6.在調整字幕位置方面需要再加強，有一句有偏掉了一些。 

 

陸、心得建議 

    剪影片需要花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因為你必須要剪的剛剛好或差不多不然畫面會很怪，上字幕的時

候也辛苦，還要注意位置，不能有偏差，不然在比賽的時候會扣分，整體下來必須花不少的精力，所

以要一次就把格式弄好再去複製，而且在家也要完成應有進度。如果有學弟妹想做這個主題，必須要

在假期早起到學校，還要背筆電，跟其他的報告來比較，是比較辛苦了一點。但是這算先苦後甘，當

別人在寫報告的時候，你就可以輕鬆的在旁邊慢慢做，但還是不能隨便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