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10 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計畫 
 

我是小主播 

專業知能研習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北市萬興國小 

研習時間:110年 3月 20日、4月 17日 

 

 

學員姓名：___________   

學    校：___________ 



日  期 時   間 內        容 講  座 

3月 20日 

(六) 

9：00～10：30 
揭開新聞的神秘面紗 

媒體素養、新聞倫理、產製流程 
張嘉倫老師 

10：40～12：00 
拍出好照片，攝出好影片 

鏡頭語言、拍攝實務、外拍練習 
鄭智仁老師 

12：00～13：30 用餐 + 拍攝練習 

13：30～15：00 
新聞寫作不一樣 

引言、新聞要素、下標題 
張嘉倫老師 

15：10～16：00 
拍攝的第一步—專題企畫 

作品賞析、心智圖、作業說明 
鄭智仁老師 

回 家 

作 業 

「學校特色」報導：以學校的特色為主題，例如校園景觀、學校團隊、社

團活動、創新課程，尋找適合的題目，拍攝相關報導。採訪人物不要超過 3

位，須撰寫新聞稿（200~300字）。 

 新聞稿電子檔請在 109年 4月 9日(五) 前寄到：  

gallon100100@yahoo.com.tw 或 evoq0801@gmail.com。以先收到先修

改、寄回為原則。講師會在 110年 4月 13日(二)前，將修改好的新聞

稿回寄，讓各校可以進行旁白錄音。 

 請將影片、新聞稿、錄音檔等素材存於 USB碟，以便 110年 4月 17日

(六)影片剪接課時使用。 

 110年 4月 17日(六)下午的成果發表，每組以 2分鐘為限，剪輯後的

影片建議總長不要超過 1.5分鐘，因此拍攝影片前要先規劃好內容、

與受訪者充分溝通，以免拍攝過多，造成剪接困難。 

★ 110 年 4 月 17日(六) 攜帶物品：筆記型電腦(先上網下載安裝「威

力導演 17」以後的試用版)、耳機、USB碟(含影片、新聞稿、錄

音檔)、新聞稿紙本。 

4月 17日 

(六) 

9：00～10：30 
拼貼的藝術—影片剪輯 

影片剪接概念與「威力導演」教學 
鄭智仁老師 

張嘉倫老師 
10：40～12：00 

作品剪接趕工中 
剪接「學校特色」報導影片 

12：00～13：00 午     休 

13：00～14：00 
說比唱好聽—口語表達訓練 

播報儀態、口條練習 

張嘉倫老師 

鄭智仁老師 
14：10～15：15 

Show Time！ 
各校成果發表：主播播報、導播播映 

15：20～16：00 
「我是小主播」歷年得獎作品評析 

作品賞析、比賽 Q & A 

mailto:gallon100100@yahoo.com.tw
mailto:evoq08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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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題報導製作流程 

 

 

 

 

 

 

 

 

 

 

 

 

 

 

 

 

 

 

 

專題企劃 

採訪聯繫 

採訪與拍攝 

整理毛片 撰寫腳本 

旁白錄音 

影片剪輯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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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記者的神秘面紗 

講師：張嘉倫 

一、 記者的影響力？ 

記者是正義的象徵? 

記者是殺人的幫兇? 

二、 誰是好記者？ 

 我認真聽老闆的話，老闆叫我拍什麼，我就照做。 

 新聞講效率，怕別人搶獨家，要趕緊採訪趕緊播出。 

 為了怕沒有獨家，所以隨便找些網路消息湊合用。 

 為了怕大家不明瞭真相，我要多挖掘隱私八卦內幕。 

 為了不想漏新聞，所以現在紅什麼新聞，我就做。 

 為了增加公司利潤，我要積極找廠商，幫他做行銷。 

 我有正義感，對於不喜歡的消息，要多加以批評。 

 為了讓收視率變高，我要在標題或內容上多誇張些。 

 為了有獨家，我要多利用監視器、行車紀錄器。 

 反正新聞內容若有錯，登個道歉就好，不用太在意。 

三、 新聞怎麼被製作出來? 

A. 編輯會議                  B. 播   出 

C. 組長審稿                  D. 消息來源 

        E. 記者採訪寫稿拍攝剪接下標 

 

 

四、 你知道多少新聞的秘密？ 

 新聞是講求客觀中立的，不會有差異或立場？ 

 新聞都經過複雜的篩選、包裝、選擇與組合？ 

 新聞的呈現要搶快，只要由記者決定就可以？  

 新聞是我們看世界的窗，能真實地反映世界？  

 新聞不僅注重收視(看報)率，也非常重視品質？  

 新聞必須秉持中立與正確，絕對不會有錯誤的？ 

 新聞是慈善事業，是為了服務大眾而製作的？ 

 

••國國語語日日報報「「媒媒體體小小尖尖兵兵」」專專欄欄撰撰述述  

••新新北北市市北北新新國國小小教教師師  

••國國立立台台北北教教育育大大學學課課程程與與教教學學研研究究所所博博士士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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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破解假新聞的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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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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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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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善
加
利
用
網
路
資
源(

例
如:1

6
5

防
騙
網)

。 

 

網路資訊有真有假，你能判斷下面哪則資

訊才是正確資訊呢? 請將答案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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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寫作不一樣 

講師：張嘉倫 

活動一︰新聞小偵探 

挑戰一:請你從下列新聞採訪稿中摘取出 5W1H  

不向家人拿一毛錢 花壇文祥國小 7 學生叫賣籌畢旅費圓夢 

(聯合報 / 記者林敬家) 2021-02-28 

 

 

 

 

 

 

 

 

 

 

 

 

 

 

 

 

 

 

 

 

 

 

 Wh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e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w: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彰化花壇文祥國小今年有 7名畢業生，過去學校 20多年未舉辦畢業旅行，直到

近兩年才恢復，7 人畢旅不搭遊覽車，靠著交通工具與步行省錢，3天 2 夜花了

共約 3萬 5千元，經費來源除了比賽獎金，學生也花了半年時間賣餅乾、雷雕

作品籌募，靠自己的努力終於在 228 連假前夕完成跨縣市旅遊的夢想。 

彰化縣文祥國小屬於非都市小校，有學生幾乎沒有外出遠遊的經驗，畢業生對

畢業旅行相當期待，文祥國小校吳世宏說，7名畢業生沒向家人拿錢，自己學

做餅乾、起司捲並製作客製化雷雕，在 4 次社區活動叫賣賺得約 5萬元經費，

存下來作為旅遊基金。 

2名老師帶著 7 名學生先從花壇火車站搭區間車到員林火車站轉搭自強號抵達

台南，學生第一天在台南火車站周遭活動，第二天抵達安平、億載金城一帶，

第三天則搭火車及接駁車到高雄義大世界，吳世宏擔心學生帶著行李移動不

便，特地開車南下接駁行李到高雄。 

學生指出，原本想在台南租借 TBike 移動，但因須自己拿行李箱而作罷，3天

走了快 5 萬步，吳世宏說，7 名學生租遊覽車不划算，為省錢也希望學生學習

利用原有資源完成旅程，三天兩夜行程學生自己規劃，未委託旅行社，學生用

雙腳踩在陌生的土地，花著自己賺來的錢，希望成為他們最好的回憶。 

文祥國小將這個特別的畢旅照片分享在學校臉書粉絲頁，吸引許多網友回應按

讚「有意義的畢旅」、「可以滋養一輩子的養分」、「超讚的教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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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新聞小編輯  

挑戰二：以下是自由時報 2021/02/21「明天開學 防疫勤洗手最重要！」的新聞稿，請你

來當一位編輯，將下列五則新聞資訊，寫出每段重點，並重新編排順序，以編輯成完整的

新聞稿喔！ 

 

排序 
     

教育局最後表示，目前國小學童都有防身警報器，養成配戴習

慣；開學前請再檢查電池，以達維護安全的成效。在疫情尚未

結束前，各校師生共同攜手一起面對做好防疫準備。 
1 

教育局指出，國小學童書包要挑選材質輕、背帶寬、有分隔的書

包為佳，書本及東西不會易位亂跑，把重的書本放最裡層，讓小

朋友的書包重量不超過體重的 8 分之 1，快樂輕鬆去上學。 
2 

寒假結束，明天就是開學日，台北市教育局近日要求各級學校

的校長召集防疫應變小組並啟動防疫計畫，完成盤點校內防疫

物資、檢視校門口體溫量測站之出入動線、演練疫情監測及通

報流程等 3 大事項；教育局提醒，防疫除了戴口罩與量體溫，

最重要就是勤洗手，校方要多加宣導。 

3 

另外，教育局也在開學前再次向師生提出 3 大項叮嚀─「落實

健康自主管理」、「書包減重，健康啟動」、「防身警報器，小朋

友安心」。教育局表示，家長要主動關心子女身體健康，上學前

量測體溫，如遇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

主動告知學校，並請儘速就醫及在家休息。 

4 

教育局科長黃一正說，經全面盤點後，口罩、酒精及洗手液（乳）

等防疫物資，各校都還算充裕，並持續配發備用口罩給有需求

教職；他提到，去年疫情蔓延後，學生大都知道要勤洗手，因

此去年學生通報流感、腸病毒案件大幅降低，但勤洗手也最常

被忽視，提醒師生都別忘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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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道順今年十歲，是剛得魔術大獎的小小魔術師，也是一名中重度聽障

兒。他的爸爸張慶州是專業魔術師，曾經也很挫折，這個孩子外觀跟其他

孩子一樣，連爸爸都會忘記他是一個聽障，為什麼老是教不會、聽不懂！ 

16 歲跳級進哈佛，32 歲成為知名投資銀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亞

洲最年輕合夥人，掌管 10 億美元和亞洲 12 國投資，是馬雲「阿里巴巴」

集團和新浪潮的先期投資者。但是一生風火的林夏如，面對喪女的人生至

痛，她如何面對？ 

國中時期開始無心上課，高中時代同學都在認真念書，她卻沉迷於做網

站、玩遊戲和寫小說，曾有一學期有五科不及格，被同學視為躲在電腦背

後的怪人。大學就讀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 GPA 滿分 4 分，她只拿 2

點多分，這樣「不務正業」的她，憑什麼成為世界頂尖企業的設計師？ 

史丹佛大學的「人生設計課」，被紐約時報評為史丹佛大學最火的課程之

一，是第一個將設計思考，用在生涯規劃上的課，專門解決人生中最難的

問題「我這一生要做什麼？」比爾・柏內特和另一位教授戴夫・埃文斯，

一起把課程內容寫成《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一書，出書後立刻榮登紐約

時報的暢銷排行榜。 

國三基測前，無預警被宣告必須洗腎一輩子，15 歲的徐凡甘突然墜入人

生谷底，直到兄長捐腎給他，原本奄奄一息的靈魂才重獲自由。2013 年，

徐凡甘獲得總統教育獎，開始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勵許多在逆境中的

孩子。從換腎少年、創業青年到偏鄉教師，如今 26 歲的他確立教育是人

生志向，將年少時的病痛與絕望，化為改變與關懷的能量。 

活動三：引言的魅力  

挑戰三：請你從下面 5則《親子天下 人物故事》新聞採訪稿的「引言」，試著從中選出一

則最能吸引你的目光，讓你想點入閱讀的「引言」，並說一說它吸引你的理由! 

你覺得上面這些引言運用什麼寫作技巧來吸引人觀看呢?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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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新聞找碴王(新聞寫作注意事項)  

挑戰四:請把多餘的主詞、形容詞、連接詞劃掉，讓文章簡潔成為新聞稿。 

 

 

 

 

 

 

 

 

 

 

 

 

 

 

活動五：新聞標題大作戰 

挑戰五：當你看完一則新聞後，請你依據下面的標題原則，勾選出一個較為適合的新聞標題，並寫

出其他標題可能是違反哪項標題原則呢? (寫出代號) 

 

 

 

 

 

 

 

 

 

 

 

 

 

 

 請小組共同討論，動動腦，試圖幫上面這則新聞下個合適的標題。 

 

 

 

這次我來到台南都會公園奇美博物館觀賞「待客之心」特展。這

是日本知名的「靜嘉堂」，125年來首度讓重量級文物收藏在海外

亮相，受到我們家人的推薦，因而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從飲茶、宴

會等陶瓷器皿中，所以欣賞到日本人的文化。 

特展的空間規劃相當別緻，我一進入內部，透過投影，日本四季

之美馬上映入眼簾，令人目不暇給，像身處在日本一般。我接著

來到各式主題區，包含「茶之湯和懷石器物」、「宴會器物」、「煎

茶之器皿」，還有提供體驗的笑福面、彈波子、萬花筒、沙包、摺

紙、劍玉、紙牌、風車等童玩，既生動活潑，又讓人目不轉睛，

適合親子同遊，特別推薦給你，歡迎大家踴躍前往。 

 因應進口成本升高 衛生紙即將大漲價 全民瘋搶衛

生紙  賣場各通路搶翻天 貨架上一包都不剩 

 不要再搶啦！ 

 全民搶衛生紙 「衛生紙丟馬桶」7月上路 

 衛生紙將漲價  全民一起搶 

 你買了沒？擔心漲價  衛生紙搶翻天 

 誇張！瘋搶衛生紙 有如喪屍潮 

A. 完整性   B. 符合文意   C. 吸引性   D. 簡短清楚  E. 不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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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出好照片，攝出好影片 

講師：鄭智仁 

一、構圖—拍攝主體位置 

★三分法則：將畫面分成三等分， 

讓被拍攝的主體落在等分線上而不是正中央，可以讓畫面更活潑。 

★井字構圖：將畫面分成直與橫的三等分，等分線形成「井」字形，把拍

攝的重點落在「井」字形的四個交點。 

二、構圖--依據「拍攝角度」來區分  

★齊眼（水平）鏡頭：為最常用的取

景角度，以角色主體的視線作為拍

攝的標準。這種鏡頭符合一般人身

高狀態下的視覺習慣，畫面表現自

然，構圖平穩對稱。 

★高角（俯角）鏡頭：由高處往低拍攝，主體

變小，表現出主體渺小和孤寂哀傷感，讓觀眾

具有高於一等的心理優勢，彷彿看著手無縛雞

之力的孩童或弱小的動物。 

 

 

 

••傳傳媒媒與與教教育育電電子子報報「「報報紙紙當當教教材材」」專專欄欄撰撰述述  

••新新北北市市龍龍埔埔國國小小教教師師  

••國國立立政政治治大大學學廣廣播播電電視視研研究究所所碩碩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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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角（仰角）鏡頭：由低處

往上拍攝，主體加大，可以使

演員看起來變得高大，容易引

發觀眾心生畏懼與尊敬，這也

能說是所有英雄片中最愛用的鏡頭角度了。 

★側角鏡頭：在被攝主體側部拍攝，增加主體的

立體感。這種鏡頭除了使構圖更有深度之外，也

能讓觀眾彷彿成為一個旁觀者，營造出一種在一

旁默默觀察的氛圍。 

 

 

三、構圖--依據「畫面中的景物」來區分 

★大遠景 XLS:通常

使用在於開場或結

尾，可以說明環境

和故事地點。  

★遠景 LS:遠景中主體比大遠景

大，可以說明主體所在情境和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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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景 MS:能夠平實交代主體的動作

與景物，是節目中使用最多的。 

 

 

★特寫 CU:專注某個部位或強調情

緒，焦點清晰分明，主體突出。 

 

★大特寫 XCU：只拍攝主體

的局部，比特寫更大、

更清楚，但幾乎沒有什

麼背景的訊息，具有誇

大情節的效果。 

四、構圖--依據「畫面中的人物」來區分 

      ★全景       ★膝上景       ★腿上景       ★腰上景 

      ★胸上景     ★肩上景       ★特寫 

五、鏡頭畫面中意義，以人物而言，可用為區分動作改變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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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或遠景--確認環境的整體關係和位置。 

★中景--描述主體的動作。 

★近景或特寫--表現主體的表現與對事物的反應。 

★敘事順序：全景→中景→近景。 

六、攝影機鏡頭基本運鏡技巧 

 

 

七、分鏡 

分鏡或分鏡腳本，又稱故事板，是指電影、動畫、電視劇、廣告、音樂錄影

帶等各種影像媒體，在實際拍攝或繪製之前，以故事圖格的方式來說明影像

的構成，將連續畫面以一次運鏡為單位作分解，並且標註運鏡方式、時間長

度、對白、特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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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近景：爸爸獨自在

陽台抽菸） 

 （特寫：窗戶沒關，

煙飄進屋裡） 

 （近景：小孩在寫功

課） 

孩：誰在抽菸哪？臭

死了！ 

 （近景：媽媽罵爸爸） 

媽：說過多少次了，

不要在家裡抽菸，會

毒害到小孩！ 

5 

 

6 

 

7 

 

8 

 

 （特寫：某天晚上，

爸爸偷偷摸摸回到

家） 

 （近景：趁四下沒

人，走到後陽台） 

 （特寫：關上窗）  （近景：爸爸很幸福

的抽著菸） 

爸：爽呀~，終於沒人

嘮嘮叨叨了。 

9 

 

1

0 

 

1

1 

 

1

2 

 

 （特寫：這時燈光突

然亮了！） 

 （特寫：母女突然回

家） 

媽：你在幹嘛！ 

 （近景：母女齊聲指

責爸爸） 

媽+孩：臭死了，不

要再抽菸了！ 

 （近景：爸爸無辜的

回應） 

爸：可是…，我有關

門關窗呀。 

1

3 

 

1

4 

補畫面：（過肩：父

女對話） 

1

5 

補畫面：（特寫：爸

爸正面） 

1

6 

 

 （特寫：曬衣架） 

孩：雖然有關門窗，

但是煙會飄到陽台

晾的衣服上，變成三

手菸。 

 爸：哪有那麼誇張？ 

孩：這是我們老師說

的。 

 爸：老師說、老師

說，甚麼都老師說，

阿老師說的不就都

好棒棒？ 

 （專家現身） 

專：不是只有老師

說，香菸的煙霧飄到

衣物上，是真的會造

成三手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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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8 

 

1

9 

 

2

0 

 

 （特寫：媽媽拿剪刀

「喀擦喀擦」） 

 （特寫：爸爸面露驚

恐） 

*17+18 兩個鏡頭反

覆 3 遍 

 （特寫：媽媽把菸剪

掉） 

 眾人齊喊：一、二、

三手菸，拒於門外每

一天。 

八、新聞報導公式 

以「遠景→中景→近景→特寫」的順序，每個鏡頭 5~7秒，一分鐘的新聞裡

面拍攝三組遠、中、近、特，大約十二到十五個鏡頭，加上兩組「訪問」，

即可很快速處理剪接出一分半的新聞影片。 

九、180度假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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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除了基本運鏡

構圖外，要求拍攝運作中要注意被攝主體的方向、視覺方向與動向無形中產

生的假想線，這是單張靜態畫面所不顧慮的，但在動態影像中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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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況可以跨越 180度假想線： 

1.人物不動，攝影機移動了。 

2.有第三者進入兩人對話。 

十、其他拍攝注意事項 

★若設備足夠可出動雙機同時拍攝，一台全場固定拍攝受訪者，一台隨機拍

攝兩人對話、現場資訊、受訪者的動作…等。 

★導演數「5、4、3、2」，攝影師聽到「2」即按錄影鍵（REC），提前先錄 2

秒，現場所有人默唸完「1、0」再開始說話或動作。結束訪問或動作後，

被拍攝的人靜止不動 2 秒，攝影師延遲 2 秒再按「STOP」，以方便後製剪

接。 

★同樣主體可從不同角度拍攝，多拍攝相關畫面備用，剪接時盡量不要重複。 

★以平緩穩定的速度運鏡，速度太快、太晃會造成觀眾的視覺負擔。 

★寧可移動身體位置代替 zoom-in、zoom-out，盡量避免使用數位變焦。 

★除非要表現特別的意象，否則應該避免逆光或是反光拍攝，並盡量在光線

充足的場所拍攝。 

★手持拍攝難免會有歪斜，背景應盡量避開垂直或水平的景物，以免凸顯。 

★善用外接式麥克風（或手機）收音；善用腳架維持拍攝動作的穩定。 

★拍攝時分段拍攝，每段的時間不宜過長；拍攝後將每段影片編碼、命名。 

★以學習的心情去工作，採訪過程中態度要嚴謹；把分內工作做好，並多觀

察其他人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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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實務 

講師：鄭智仁 

一、邀請採訪對象 

★徵詢受訪對象，請參考以下說辭禮貌地邀請： 

．你好，我們是○○國小的學生。我們目前在進行○○的報導，能不能耽

誤你 3到 5分鐘的時間，請教你一些問題？ 

．（受訪者同意）謝謝你。我們這個報導會拍成影片，所以訪問時需要錄音

跟錄影，請問你會介意嗎？ 

．（受訪者會介意）如果我們只錄音，錄影只拍背影，這樣可以嗎？ 

．（受訪者拒絕）沒關係，還是謝謝你。 

．（訪問結束）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肖像授權同意書 

 

 

 

 

 

 

 

 

 

 

 

二、訪談小撇步 

★約訪時間要提早，避免發生非預期的事件耽誤拍攝進度。 

★不同提問者（兒童優於成人，女生優於男生）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 

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            (被拍攝者/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同意並授權拍

攝者           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由拍攝

者使用於           所舉辦之                          作品

上。本人同意上述著作（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該拍攝者就該攝影

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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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訪問的環境會影響受訪者的答案，非開放的空間較易問出真實想法。 

★遇到對鏡頭容易緊張的人，可以讓他邊做一些雜事邊受訪，一方面轉移對

鏡頭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可讓畫面更豐富。 

★營造讓受訪者感覺輕鬆的情境，先說明提問的大方向，以及可以事後剪

接，不必擔心 NG。 

★問題設計要有先後順序，先閒話家常聊與主題無關的話題，再逐漸切入核

心。較私密或敏感的內容後面再問。 

★事先擬好訪題，不要在現場像無頭蒼蠅，並且從受訪者的回答再發掘問題。 

★盡可能與受訪者保持視線接觸，並適時給予回饋，不要一直盯著攝影機或

筆記本。 

★受訪者講話結束前不要插話，或是有回應，以免造成剪接困難。 

★受訪者如果回答不夠，可用「怎麼說呢？」「為什麼是這樣？」「那使你感

覺如何？」，引導他多講一點。如果他有停頓，可用「然後呢？」「嗯，請

繼續」。 

★訪問結束先不要關機，受訪者鬆懈後常會講出意想不到的內容。 

三、整理毛片 

檢視拍攝完的影片檔案：1.根據片中內容將檔名以中文重新命名，以便識

別；2.註記每段影片中可用片段的時間始末，易於剪接時選用。 

四、採訪拍攝實作 

★練習訪問自己的老師，訪問內容不限（工作、生活、興趣），只要有助於

其他人認識老師都可以。 

★攝影記者記得先運鏡拍攝背景（遠→中→近）。 

★可設計文字記者走動訪問或老師移動入鏡。 

★善用雙機拍攝對話鏡頭，也可單機輪流拍。 

★NG片段要刪；影片總長不超過 3 分鐘。 

★完成拍攝就回視聽教室儲存檔案；最晚在 13：30前回到視聽教室。 

★下午「拍攝作品賞析」以儲存順序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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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企畫 
講師：鄭智仁 

主題  時間 110/3/22~4/16 (4 週) 

採訪 

對象 

1.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準備 

工具 

數位攝影器材、錄音筆、

電腦、剪接軟體(上網下

載「威力導演 17 試用
版」)、紙筆、心智圖、

工作進度表、剪接腳本 

工作

分配 

1. 組員:________________ ，負責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組員:________________ ，負責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組員:________________ ，負責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 

採
訪
問
題
擬
訂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好的文稿源自好的採訪，好的採訪來自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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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進度表 

時間 
工作內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9 3/30 3/31 4/1 4/6 4/7 4/8 4/9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專題企劃                      

聯絡受訪者                      

採訪與拍攝 1 
(           )                      

採訪與拍攝 2 
(           )                      

採訪與拍攝 3 
(           )                      

採訪與拍攝 4 
(           )                      

撰寫文字稿                      

文字稿確認                      

旁白錄音                      

影片剪接                      

成果發表                      



 

 

 

 

 

 

心智圖範例 

一起腦力激盪，列出所有與主

題相關的面向與訪題，再依可

行性做篩選。 

*基本訪題 

*特殊切入點（歧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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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剪輯 

講師：鄭智仁 

以下是一段影片的圖示… 

 

 

 

 

 

 

一、影片剪輯的主要流程 

★旁白音檔 

事先把新聞稿錄音成為旁白音檔，剪接時先將旁白音檔放入 audio 時間

軸（音軌），可依需要分段。 

★拍攝影檔 

再根據旁白音檔的內容，將畫面影檔依序放入 video 時間軸（影軌）並

剪接。 

★片頭標題、片尾版權頁 

取個吸引人的片名做成片頭標題，以及將工作人員名單做成片尾版權

頁，放在片頭、片尾。 

★特效、配樂 

依據影片屬性選擇適合的特效及配樂，不一定要用，但使用要謹慎，不

要對本片造成干擾。 

★字幕 

將旁白、片中出現的語音打成字幕，而且千萬記得「最後再放」。 

二、影片剪輯的基本概念 

影音剪輯如同烹飪，影像、聲音像是一道菜的食材，將要下鍋的部分摘

取下來，按照順序放入鍋中，再加入宛如調味料般的特效，剪接的理念

就彷彿廚師的手感，什麼該多、該少，什麼該快、該慢，端看剪接者的

功力。完成以上這些工作，影片剪輯就完成了。 

 

【片頭】 

影片標題 

【本片】 

報導內容 

【版權頁】 

工作人員名單 

字幕 特效 配樂 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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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專案不是真的影片，而是一種「超連結」，我們在專案裡處理這些超連結，

所以容易發生換了一台電腦剪接，先前的專案讀不出來的情況。 

★素材 

所有要剪接的影、音檔案就是素材，例如影片、照片、音樂、旁白、音

效…等。 

★時間軸 

每個素材只要有播放的時間，都可以用時間軸找出你開始要用的位置，

以及結束使用的位置。 

★如何開始？ 

        1.將要剪接的檔案匯入：檔案→匯入→媒體檔案（或媒體資料夾），檔案 

          就會出現在工作區。 

        2.將滑鼠游標移至要剪接的檔案，長按滑鼠左鍵將檔案拉至下方的時間 

          軸，就可以開始進行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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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片剪輯的基本技巧 

★擷取片段 

將素材拉到剪接區，移動時間軸到開始要用的位置，按右鍵點選「分割」

就能將原本的素材切斷。再移動時間軸到結束使用素材的位置，重複一

樣的動作，就能從一整段影片中，擷取我們要用的部分。 

★有影無聲 

按右鍵點選我們要去除聲音的

片段，選「取消連結視訊與音

訊」，把聲部刪除，就會只有影

像，沒有聲音。 

★有聲無影 

按右鍵點選我們要去除影像的

片段，選「取消連結視訊與音訊」，把影部刪除，就會只有聲音，沒有影

像。 

★覆寫 

將游標移到要用的片段上，長按左鍵拉動片段至要覆蓋的位置，放開左

鍵即完成覆寫。 

★轉場 

點選工具列的「轉場特效工

房」，選擇想要的效果，長按左

鍵拉至要插入的兩個片段之

間，放開左鍵即完成轉場。 

★片頭標題、片尾版權頁 

點選工具列的「文字工房」，選擇想要的形式，長按左鍵拉至影片最前面

（片頭）或最後面（片尾），放開左鍵，輸入標題文字或工作人員名單，

即完成片頭標題、片尾版權頁。 

★字幕 

點選工具列的「字幕工房」，選擇適當的開始與結束時間，輸入要呈現的

文字（也可以先打在記事本或 word 再複製、貼上），字數以不超過一行

為原則，即完成畫面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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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檔案 

點選功能表的「輸出檔案」，

選取適合的檔案格式與參數

（如無特別規定或需求，檔案

格式可選擇「WMV」，設定檔類

型可選擇「1280×720」），點選

「開始」就會開始將專案輸出

成影片。 

*想以超高畫質輸出，必須在拍攝時就用超高畫質拍攝。 

*輸出畫質愈高，檔案愈大，輸出時間增加外，也容易當機。 

四、影片剪輯的小提醒 

★剪輯影片時，建議使用耳機，盡量不要開電腦喇叭播放聲音，以免造成

對別人的干擾。 

★影片剪接對電腦記憶體的負擔比較大，請養成隨時儲存專案的好習慣，

天有不測風雲，電腦何時要當機無法預料。 

★如果同一部影片會換另一台電腦上剪輯，讀取素材的路徑也必須相同，

否則專案會無效。假使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最好一開始就將素材跟專

案都儲存於行動儲存裝置（如 USB碟、行動硬碟），並且在開啟專案時按

「瀏覽」指定路徑。 

★很多炫麗的效果固然新鮮、有趣，但剪輯影片時使用要適可而止，否則

會對觀眾在觀賞內容時造成干擾。 

★新聞報導不建議使用配樂，如果一定需要使用，適時調整音量漸強漸

弱，不要干擾語音。 

★影片輸出完成後，會儲存於預設的路徑，例如： 

「 C:\Users\evoq\Documents\CyberLink\PowerDirector\17.0\Produce.wmv 」

，最好是將檔案另存並重新命名。 

★還有很多剪輯軟體提供的功能在這堂基礎課沒有說明，建議大家可以多

方嘗試，會讓影片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有想要的功能卻不知道要從哪裡點選，可以用 GOOGLE 關鍵字搜

尋，網路上的教學影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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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訓練                講師：張嘉倫 

一、 口語表達技巧 

 語音標準：正音練習 

 語調好聽：語調清楚與重音放得恰當很重要 

 語速正常：分場合選定何種模式、型態 

 眼神靈活 

 氣適懇切 

 儀態大方 

 語境語感合一 

 

二、 正音練習 

 ㄢ、ㄤ不分(如:擔當、湯攤)。 

 ㄌ與ㄖ不分(如:好熱、快樂)。 

 ㄣ與ㄥ不分(如:因、應)。 

 ㄋ、ㄌ混而不清(如:娘、涼)。 

 ㄐ、ㄑ、ㄒ發音音位太前。 

 翹舌音ㄓ、ㄔ、ㄕ、ㄖ舌頭卷翹過度。 

 

三、 語氣練習 

 肯定語氣:「這個院子就是你的家」，「就是」需堅定有力，音調要上揚。  

 加強語氣：「風來吹，雨來打。」為排比句，音調應該上揚。  

 重複語氣：「小樹小樹不要怕。」「小樹小樹」詞語重複，要以輕快朗讀。 

 否定語氣：「我不敢說話」，「不敢」就是否定語氣，要提高音調或重讀。  

 疑問語氣：「蜜蜂那麼勤勞的做工，我們可以偷懶嗎？」「偷懶嗎？」音調要

漸漸升高，表現疑問的自然語氣。  

 詠嘆語氣：「母愛的光輝，像月亮般的皎潔、美麗！」音調都要上升，表現出

詠嘆。 

 悲傷語氣：「阿偉的外婆，昨天晚上病倒了！」語氣應該低沈，語音要拉長，

速度要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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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氣語氣：「小香氣哭了。」要提高、加強，顯現心中萬分氣憤的情感。  

 興奮語氣：「爸爸！把這棟房子買下來吧！」要提高聲調，才能形容當時雀躍

的樣子。  

 雙關語氣：「你再不用功讀書，就前途無『亮』。」必須重讀，表示特別強調。 

 遞進語氣：「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要提高聲調，表現遞進的語氣。  

 輕快語氣：「冬冬搶著說。」必須輕讀、快讀，才能表現緊湊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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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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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