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特色課程 

實施成果報告 

課程名稱： 電影敘事美學 

隸屬子計畫學程： 

課程類型：服務學習學程 

壹、實施計畫(P) 

一、課程目標： 

(一)了解微電影的各項理論意義與實務操作。 

(二)能透過場景的拍攝，微觀的視野了解校園的角落美學，。 

(三)藝文領域的融會貫通，統整各項資源，能有整合的能力。 

二、實施方式： 

  (一) 運用多媒體的軟硬體設備，讓學生能進行多元的思考與連結。 

  (二) 校園美學的發現，找尋西松發言人，學生將經驗與生活的連結。 

  (三) 電影可以說是表演藝術、音樂與美術美學的結合，能讓學生能結合這三方面的學習。 

三、上課時程及內容： 

 

 

 

 

 

四、評量方式 

上課時間 課    程    內    容 備  註 

預備週 
講解課程大綱與介紹微電影、個人自我

分鏡表繪製 

PPT 

第 1 週 講微電影-電影美學指南 PPT 

第 2 週 講微電影-分鏡、運鏡、構圖美學 PPT 

第 3 週 講微電影-剪接美學 PPT 

第 4 週 講微電影與賞析 微電影 

第 5 週 講微電影與賞析 微電影數片 

第 6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影片賞析 微電影數片 

第 7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西松代言人 分組，劇本分析。 

第 8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 分組，劇本分析。 

第 9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 分組，工作分配與分鏡圖 

第 10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 分組，繪製分鏡圖 

第 11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拍攝技巧 錄影設備 

第 12 週 微電影拍攝前備工作 錄影設備 

第 13 週 影片剪接美學-威力導演、繪聲繪影  

第 14 週 剪接軟體教學-剪接工作 電腦、剪接軟體教室 

第 15 週 剪接軟體教學-配樂錄音 電腦、剪接軟體教室 

第 16 週 剪接軟體教學-剪接工作 電腦、剪接軟體教室 

第 17 週 剪接軟體教學-剪接工作 電腦、剪接軟體教室 

第 18 週 成果展現 作品 



(一) 診斷性評量：學習單 

(二) 形成性評量：學習動機、熱忱、課堂發言、出席率 

(三) 總結性評量：1. 對白腳本 30 % 

              2. 分鏡腳本 30 % 

             3. 2 分鐘到 2 分 30 秒的微電影 40 % 

貳、課程實況(D) 

一、 執行情形 

1. 電影美學各方面的意義，藉由理論講解與實務的讓學生體驗，冀求同學引向校園生活、心

靈、文化方面的思考。電影是一種自我追尋的旅程，在青少年階段的黃金年華，可以藉由

微電影的拍攝、劇本的創想，去了解他們的心理脈動與思想以及無限的創意。 

2. 藉由多媒體的軟硬體設備，讓學生可以結合多元的資源，多觀看與欣賞，眼界放寬。並能

加深對於美學的體悟，能讓美感運作於電影的製作上面，並能落實於學生生活當中，生活

即藝術。 

二、課程實況摘錄 

  

建立網路社群，可以記錄、分享與聯絡在班的每一

位同學，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落實數位學習。 
校園取景，發現角落美學 

  

動作肢體的示範，讓學生可以放開肢體表演。 實務的體驗學習，讓學生能領悟電影的



大小事 

 

 

參、省思分享(CA) 

一、課程優勢 

    在數位媒體成為強勢媒體的時代，隨者行動網路的普及，適合各種新媒體平台撥放的微

電影時代已悄然來臨。本課程讓學生公分掌握影片的理論與實務操作的能力，參與完整的製

作過程。 

 

二、檢討修正 

1.教師本身對於電影專業的知能冀求更專業更全面性的發展。 

2.課程進度的拿捏與掌握可在更精確與彈性。 

二、效益評估 

   本校須及早培育學生媒體素養，發展特色。 

三、未來展望 

    微電影創作是一種整合的能力，從腳本規劃、組織團隊、硬體操作、開鏡拍攝、後期製作、

媒體發布的過程，需要孩子們具備多元的人文與科技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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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了解微電影的各項理論意義與實務操作。 

(二) 能透過場景的拍攝，微觀的視野了解校園的角落美學。 

(三) 藝文領域的融會貫通，統整各項資源，能有整合的能力。 

預期效益  

對象與人數：15 

能力指標 檢核重點 
執行情形 

檢核工具 

1 2 3 4 5 

A-2-2能進

行多元領

域的思考

與聯結。 

 

      

B-3-2 能綜

合運用多

元媒介，清

晰表達自

我想法。 

 

      



C-2-2 能瞭

解、尊重不

同的文化

與立場。 

 

      

 

(能力指標請參考下表，至少選三種) 

3C 願景 課程總目標 課程能力指標 

A 

探索力

Curiosity 

1.主動學習 
A-1-1 能正向思考，發展學習興趣。 

A-1-2 能養成提問習慣，並準確提出問題。 

2.多元探索 
A-2-1 能從觀察與邏輯思辨中發現問題。 

A-2-2 能進行多元領域的思考與聯結。 

3.問題解決 
A-3-1 能反思知識概念進行批判思考，提出自我見解。 

A-3-2 能運用所學知識以適當方法和步驟解決問題。 

B 

創造力 

Creativity 

1.完整表達 
B-1-1 能以聽說讀寫方式進行表述、分析、詮釋。 

B-1-2 能善用圖文工具分享交流學習成果。 

2.充分想像 
B-2-1 能延伸思考，聯結成有條理的架構。 

B-2-2 能跳脫既定框架，發展多元意象。 

3.多元融合 
B-3-1 能組織所學知識，統整各項資源，進行活動規劃。 

B-3-2 能綜合運用多元媒介，清晰表達自我想法。 

C 

文化力 

Culture 

1.終身學習 
C-1-1 能養成時時學習、時時思考的習慣。 

C-1-2 能發展終身可奉行的興趣或嗜好。 

2.全球視野 
C-2-1 能關懷全球事務，接觸多國文化。 

C-2-2 能瞭解、尊重不同的文化與立場。 

3.關懷利他 
C-3-1 能積極關心公共事務，參與社會服務。 

C-3-2 能發揮同理心，適時協助他人。 

 

 

肆、附錄――成果展現：學生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