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103 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計畫 

結案報告書 

 

計畫名稱：屏東市慈鳳宮「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 

計畫編號：103-FI-DCC-IAC-S-003 
計畫期間：103 年 1 月 20 日至 103 年 9 月 30 日 

計畫主持人：吳冠嫻 

共同主持人：楊純青、黎鴻彥 

研究助理：黃靖容 

經費總額：  400,000  元 

經費來源：財團法人阿猴媽祖文教基金會 

 

 

 

 

 

 

 

 

 

 

 



 

壹、計畫名稱：屏東市慈鳳宮「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 

貳、中文摘要 

屏東市慈鳳宮建於西元 1737 年，迄今 277 年歷史，所奉主神為媽祖，也被

稱為阿猴(屏東舊名)媽祖，是屏東市居民重要信仰中心之一，尤其歷年以來慈鳳

宮在農曆三月廿三日媽祖生日舉辦的慶典活動，每每吸引其他宮廟代表、陣頭，

和數以萬計的南台灣信眾、觀光客齊聚ㄧ起，熱鬧非常，更帶動周邊商業活潑生

氣，早已成為屏東地區開春以後最重大的民間節慶。 

    此一合作計畫，欲運用最新傳媒科技記錄慈鳳宮 2014年最重要之慶典活

動「迓媽祖」(媽祖遶境)，以提供慈鳳宮永久典藏及對外宣揚。透過紀錄過

程，精準呈現慈鳳宮迎媽祖的真正精神，及其深入民間、與在地民眾生活融

合為一的實況。故本系(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根據委託單位需求，承接

辦理【屏東慈鳳宮「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與【屏東慈鳳宮「迓媽祖」紀

錄短片比賽頒獎典禮】；並提早於一個月前(即，國曆三月 20-23日)舉辦。希

望透過「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進行無形文化資產之數位典藏以推廣及保

存臺灣民俗文化，並鼓勵青年學生參與地方文化，促進文化關懷能力，進而

了解民間無形文化資產之可敬及可貴。 

 

叁、前言 

屏東市慈鳳宮建於西元 1737年，是從清朝乾隆、年間渡海來台篳路藍縷開

墾阿猴(屏東舊名)的移民群最重要的信仰中心、心靈寄託，廟中所奉主神媽祖，

也因此被民眾暱稱為「阿猴媽祖」。慈鳳宮建立迄今 277年，期間經歷清朝及日

本統治、二戰盟軍轟炸、國府來台經營等多種政經文化力量影響，住民逐漸以慈

鳳宮為根據，向外發展成為「城」、為「町」、至今已是人口達廿萬人的高屏溪

畔最大城市─屏東市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政府，2014)。屏東地區發展史可說是緊



扣慈鳳宮歷史而孕育發(陳振甫編，2006)，慈鳳宮的興建、發皇、火襲、重建以

至今日香火鼎盛，早已經成為屏東地區歷史不可分的一部分。事實上，對於屏東

地方而言，慈鳳宮已不僅僅是一個信仰中心。從清朝以來，慈鳳宮先後擔負起地

區行政辦公處、社區教育中心、文物典藏所在等多重角色任務，影響力早已超越

一般媽祖廟。 

近年慈鳳宮決定走出新的一步，就是將廟方長期蓄積代表的常民文化能量，

傳送給社區中新一代年輕人，讓年輕一代能體會、接納慈鳳宮所蘊含的文化意

涵，並期望能藉此聯手打造屏東成為多元文化共融相攜的美好社區。此一理念在

2002、2004年「阿猴媽祖文化季」的嘗試中，宗教文化藝術、民間技藝、社區

力量互相結合(陳振甫編，2006)且引起熱烈回響，已獲得證實與支持，甚至來自

社區的團體(例如社區媽媽組織)也開始尋求機會與慈鳳宮進行文化藝術活動合

作，讓社區能量能被看見。2014年慈鳳宮預定在國曆三月二十日至廿三日媽祖

生日前一個月舉辦「迓媽祖」慶典活動，目的除了舉辦宗教慶典外，也在於以宗

教進行社區文化營造，以及和社區年輕人結合。 

今年慈鳳宮媽祖生辰即將來臨，以往每年廟方紀錄全套活動採用的是由一般

攝影及錄影方式，所表達出為信仰者素樸的觀點與業餘的呈現技巧；今年慈鳳宮

考量ㄧ則成為本身文化資產的長久典藏，二則作為對外宣揚互動的媒介；故，委

託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以下簡稱文創系)，以其專業學養技術設備，負責辦

理 2014年三月廿三日慈鳳宮「迓媽祖」慶典活動的全程記錄任務；期待能將 277

年久遠存在歷史之「無形文化資產」，及對在地民眾生活息息緊扣的影響力，在

「迓媽祖」活動當中同時呈現並且做成紀錄，留下完整的活動資料。 

 

肆、研發理念 (或創作理念) 

文創系具有專長於文化資產典藏、攝影、美學、社區文化營造的多位教

授師資，也有專業攝影及後製系統設備，具有辦理過多次有關文化資產紀錄

典藏、微電影製作、社區文創營造的經驗，還有一批熱衷創作紀錄片的創意



型學生，正是慈鳳宮「迓媽祖」的紀錄片錄製單位首選。文創系賽前將全力

搜集慈鳳宮相關文獻、訪問慈鳳宮負責人及在地信眾，以確定能精準掌握「迓

媽祖」的傳統、價值及活動重點，使紀錄片成品能完整呈現出慈鳳宮「迓媽

祖」原汁原味的文化精神。 

歷次慈鳳宮「迓媽祖」活動包含的儀式每每結合香客、陣頭、藝陣，和南台

灣民眾、觀光客齊聚ㄧ起，熱鬧非常，更帶動周邊商業活潑生氣，早已成為屏東

地區開春以後最重大的民間節慶。今年慈鳳宮期待能在「迓媽祖」活動中，將

277年存在的歷史、社區民眾信仰生活的面貌，和社區多種文化團體的力量，在

「迓媽祖」活動當中充分表現出來，並且請專業文化創意團隊為此做成紀錄，務

必為活動留下完整的紀錄資料，目的如下： 

ㄧ、開發慈鳳宮本身無形文化資產的典藏資源 

二、做為慈鳳宮致力社區總體營造的一個見證 

三、可以運用紀錄資料對更多社區和更多年輕人進行宣揚與對談。 

因此，委託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以下簡稱文創系)，以其專業學養

技術設備，負責辦理 2014年三月廿~廿三日慈鳳宮「迓媽祖」慶典活動的全

程攝影記錄製作工作。此一合作計畫，欲運用最新傳媒科技紀錄慈鳳宮 2014

年最重要之慶典活動「迓媽祖」，以提供慈鳳宮永久典藏及對外宣揚。透過紀

錄過程，精準呈現慈鳳宮迎媽祖的真正精神，及其深入民間、與在地民眾生

活融合為一的實況。故根據委託單位需求，協助辦理【屏東慈鳳宮「迓媽祖」

紀錄短片比賽】與【屏東慈鳳宮「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頒獎典禮】。 

 

伍、學理基礎 

本研究透過辦理比賽，廣邀高屏地區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從收件作

品中分析學生參與微電影拍攝，以及媽祖信仰文化的了解層面，分析學子透過電

子媒體所表達出，對於媽祖文化信仰的觀點，作為日後慈鳳宮以及媽祖信仰文化

在推廣時的參考依據。另分析作品來源，作為相關活動日後辦理之參考。此外，



統計影片在網路平台之點閱率，了解此次比賽辦理並透過網際網路方式傳播可達

之總觀賞人口，作為本數位文化資源推廣之成效表現。根據上述目的，採用內容

分析與敘述統計的方式，分析本合作案之辦理內容，呈現本合作案之具體成效。 

 

 

陸、研究主題內容 

 

根據委託單位需求，合作內容包含【屏東慈鳳宮「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

與【屏東慈鳳宮「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頒獎典禮】兩大部分。 

 

一、「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 

（一）時程：103 年 2 月 10 日-103 年 6 月 13 日（迓媽祖活動日期 3 月 20 日

-3 月 22 日，網路人氣票選時間為 6 月 15 日-25） 

（二）內容：活動規劃、公關宣傳、活動辦理。 

（三）說明：活動規劃包含計劃書、比賽辦法撰寫；公關宣傳包含平面與電

子宣傳海報設計製作、活動訊息發送與公告、聯繫相關高中職、大專

校院與社團；活動辦理包含受理報名、參賽團體之活動拍攝證件與資

格辦理、活動拍攝規範與說明、辦理收件、邀請評審專家、活動側拍

紀錄等。 

（四）媒體文宣：地方電視臺、相關報社、上傳 YouTube 等 

二、「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頒獎典禮 

   （一）時程：103 年 6 月 13 日-103 年 9 月 30 日，9 月 20 日辦理頒獎典禮。 

   （二）內容：活動規劃、活動執行、結案報告 

  （三）說明：活動規劃包含場地安排與佈置、宣傳海報與邀請卡設計，出席

貴賓、得獎團隊之邀請聯繫、典禮流程規劃；活動執行包含典禮當日

工作分配與管理，設備與餐點負責，活動主持與安排；結案報告包含

比賽與典禮之活動紀錄、活動效益評估、得獎作品整理歸檔、經費核



銷，及撰寫結案報告。 

  場地：人文藝術學苑頒獎 

  媒體：地方電視臺、相關報社、上傳 YouTube 等 

 

透過合作辦理比賽與典禮活動，蒐集相關資料，建構慈鳳宮本身無形文化資

產的典藏資源，做為慈鳳宮致力社區總體營造的一個見證，並從中記錄在地宮廟

文化與年輕世代之間的對話，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柒、研究方法 

 

一、進行步驟 

    根據合作內容，將合作流程安排繪製成步驟流程圖。 

（一）紀錄短片比賽辦理流程 

 

 

 

 

 

 

 

 

 

 

 

 

 

撰寫計劃書、比賽辦法 

製作宣傳海報與電子文宣 

發布比賽訊息 寄送海報、網站公告、電話聯繫 

受理報名 聯繫參賽隊伍、製作採訪證 

活動進行與拍攝 參賽隊伍報到、領取採訪證、注意事項 

辦理收件 

公告得獎名單並個別通知 

評審專家審議 



（二）頒獎典禮辦理流程 

 

 

 

 

 

 

 

 

 

 

 

二、組織與工作分配 

 

 

 

 

場地租借、活動日期確認 

活動安排、聯繫出席者 

活動海報與邀請卡、場佈、餐點 

寄送邀請卡、電聯出席者 

典禮舉辦 報到、接待、活動、場控、餐點、攝影 

會場紀錄、得獎作品光碟製作 



 

（一）「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 

組 別 負 責 人 工 作 內 容 

召集人 黃湫淑 綜合各項事務、進度掌握、與委託單位、工作小組之溝通聯

繫。 

文書組 吳冠嫻 計畫書、結案報告撰寫；海報文宣設計、電子文案設計；活

動規劃、工作聯繫。 

公關組 楊純青 活動訊息發送與公告；聯繫參賽對象與協辦單位、合作單位。 

活動組 黎鴻彥、鄧

宗聖 

現場活動紀錄；聯繫評審專家；活動現場支援。 

總務組 陳姿如 工讀生管理、工作證明；設備、器材管理。 

庶務組 黃靖容 辦理報名、徵件；行政庶務、經費核銷；機動支援。 

 

（二）「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頒獎典禮 

組 別 負 責 人 工 作 內 容 

召集人 黃湫淑 綜合各項事務、進度掌握、與委託單位、工作小組之溝通聯

繫。 

文書組 吳冠嫻 議程安排；文宣、邀請卡、名牌設計；工作聯繫。 

公關組 楊純青 活動訊息公告；安排出席者名單並聯繫；合作單位、評審、

得獎團隊之溝通聯繫，行程安排。 

活動組 黎鴻彥 靜態與動態之活動紀錄、場控、主持、得獎作品播放、活動

現場支援。 

總務組 陳姿如 安排會場、餐點與場地布置；工讀生管理、工作證明；獎品、

貴賓紀念品採購；設備、器材管理。 

庶務組 黃靖容 行政庶務、經費申請、支給、核銷事宜；活動保險；採購、



機動支援。 

 

 

捌、研究結果 

 

一、「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 
 

（一） 比賽準備與宣傳 

這次合作除了透過比賽的舉辦，傳承宗教文化與民間青年之連結，更讓學校

學生與產業界合作，在合作案中學習傳統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發想與執行。 

從比賽準備開始，宣傳海報即為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之學生所設計。 

 

 



 

此外，並製作限量宣傳品，供合作單位紀念與宣傳使用。活動宣傳方面，包

含電子新聞牆、海報張貼，以及網路宣傳，透過各種實際與虛擬的傳播管道進行

比賽活動宣傳。 

 

 

 

文化創意系網頁公告比賽訊息與辦法下載 文化創意系網頁宣傳  

 



 

美和科技大學網站首頁宣傳 

 

  

美和科技大學校門口電子牆宣傳 

 

網路宣傳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網站宣傳 

 

 

 

慈鳳宮網站宣傳 



 

慈鳳宮網站最新消息 

 

 

 

 

 

實體海報張貼宣傳 FACEBOOK專頁宣傳 

 



本次宣傳時間自三月份開始為期不到一個月，即進行了迓媽祖的繞境活動，

因此於宣傳時程上較為緊縮，另考量到紀錄片的主題與繞境活動之紀錄為主，因

此著重於屏東地區相關社團的參賽邀請與宣傳，以承地利之便，於簡短的宣傳期

間達最佳宣傳效益。 

比賽辦法參考歷年來大型微電影比賽與紀錄片比賽之辦法，並經過專業人士

建議與會議修改，期使辦法達公平、公正、嚴謹之規格。簡章辦法之發放，透過

虛擬與實體通路，包含網站下載，以及實體通路發放，讓民眾可以藉由適合自己

的方式，便利取得比賽相關資料。 

 

（二） 收件作品分析 

作品於 5月 23日收件截止，隨即進行資格審查與初審，收件作品資料如下。 

 

序號 隊伍名稱 影片名稱 地區 組成背景 

1.  楊運生 慈鳳宮阿猴媽祖、屏東人信仰歸屬 桃園 個人 

2.  睦謙閣 來阿猴湊陣迓媽祖 屏東 團體 

3.  

蔣文斌 
屏東大埔北極殿慶讚屏東慈鳳宮

迓媽祖 

屏東 個人 

4.  蘇上君 103年歲次甲午阿猴迓媽祖 屏東 個人 

5.  徐毓廷 阿猴迓媽祖短片紀錄 屏東 個人 

6.  Fishing 阿猴媽祖迓屏東 屏東 團體 

7.  來觀禮 龍鼓迎媽祖 新竹 團體 

8.  賴欣蓮 迎媽祖 屏東 團體 

9.  ㄏ勝影音團隊 媽祖心 阿猴情 屏東 團體 

10.  單眼皮影視團隊 阿猴迓媽祖短片 屏東 團體 

11.  地瓜葉影像工作室 Akau Mazu Procession 屏東 團體 

12.  3131C7 媽祖遶平安 高雄 團體 

13.  李佑津 信仰 屏東 個人 



14.  夢想夥伴 熱血‧可愛‧活力，迓媽祖 高雄 團體 

 

收件作品中，個人與團體之件數分佔 36%與 64%，可知紀錄片創作仍以團體

創作為主要執行方式，與一般的靜態攝影比賽不同。 

 

 
 

參賽隊伍之來源，以屏東地區佔七成，其餘依次為高雄、新竹、桃園等地區。

由於此次紀錄片主題以屏東慈鳳宮為主，是以距離關係，與預期相同，以高屏區

的參賽者較多，值得注意的是，桃竹等北部區域亦有參賽者，可見網路宣傳的效

益使得跨區域的人口仍可看見比賽資訊，也代表除了本地青年，其他地區的創作

者，也見到了屏東媽祖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努力。 

 

 



 

 

（三） 作品分析 

本次參賽影片的主要拍攝主題，以迓媽祖遶境活動為主軸，部分內容輔以

廟方人員的訪談，以及慈鳳宮與聖帝廟的建築、歷史介紹。採用新聞紀錄的視角，

客觀詳實的將活動過程以數位方式記錄下來。 

 

序

號 

作品名稱 影片簡介 

1.  慈鳳宮阿猴

媽祖、屏東

人信仰歸屬 

紀錄慈鳳宮迓媽祖的活動，從出發前的準備到報馬仔的報訊

啟程和恭送媽祖起駕等儀式，一直到活動最後一天，在各式陣頭

和信眾的擁戴下恭迎媽祖回鑾，完成一連四天的遶境儀式。 

透過記錄的過程，感受到阿猴媽祖在屏東人心中的地位和重

要，也了解慈鳳宮不僅提供居民心靈上的信仰歸屬；也以實質的

方式來幫助生活困難的居民解決生活上的困境，這也說明了慈鳳

宮為什麼可以屹立不搖且香火鼎盛的直到現在。 

2.  來阿猴湊陣

迓媽祖 

 

3.  屏東大埔北

極殿慶讚屏

東慈鳳宮迓

媽祖 

屏東媽祖是屏東人共同的信仰中心，只要是拿香都有去到媽

祖廟拜拜過。在上次媽祖出巡時，我並未出生，經由長輩的闡述，

屏東迎媽祖比東港迎王還要熱鬧。孰不知媽祖在三十四年前發生

火災後就並未在出巡。因此相當可惜得知此次盛大遶境，就有所

期盼，可以看到 34年前盛況。 

尹林婚禮攝影團隊在剛創立時，受到屏東大埔北極殿玄天上

帝照顧，得以在景氣不好狀況中可以得到一點點小小成就。所以

若有機會，屏東市大北極殿玄天上帝要出，巡狀況許可。團隊就

會給予錄影服務。 



此次得知媽祖出巡，集合屏東市所有大小廟宇團結一心，可

以記錄這次盛會。不管得獎與否，都會是一次很特殊獨特的經驗。 

4.  103 年歲次

甲午阿猴迓

媽祖 

慈鳳宮一直以來是屏東市民的信仰中心，多年來積極設立獎

助金來協助弱勢家庭的學生，今年適逢董事會改選，以及屏東市

民的殷殷期盼，催生了 103年迓媽祖的活動。 

四天的繞境行程當中，媽祖的鑾轎踏遍屏東市各個角落，所

到之處看見屏東市民對於媽祖的信仰並不因為社會的變遷而有

所減少，其中不乏六、七十歲以上的信徒，即便杵著拐杖也希望

可以鑽轎底來得到媽祖的庇佑，而那畫面著實令人動容。 

另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孩提時期的記憶裡，廟會慶典

活動只消沿著馬路上鞭炮的炮屑、垃圾便可輕易地尋到陣頭。本

次拍攝過程中在聚落裡只要稍作休息，便要再花費一番工夫才能

再跟上繞境的隊伍。如同片中所介紹的，本次的繞境活動，為了

環保也是下足了工夫。 

5.  阿猴迓媽祖

短片紀錄 

以個人獨立創作為主 

6.  阿猴媽祖迓

屏東 

慈鳳宮是一座歷史已久的廟宇，原創建淵源，自明朝永曆十

五年，此建築也經歷過二次大戰方殷，民國三十三年秋，日人據

台。在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凌晨三時，因電線線路老舊而走

火，祝融光顧前後殿幾乎毀於一旦。唯獨聖母金尊完好無缺。民

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全體建築完成，舉辦神聖開光點眼、安座

儀式。 我們先拍大殿內的媽祖和身旁的兩位護使者-順風耳和千

里眼，講述屏東人對此活動的莊嚴和尊敬，所有廟宇使勁全力讓

自己的陣頭豐富創新但卻又不失傳統，家將團、宋江陣、抬轎、

七爺八爺、千里眼順風耳、敲鑼打鼓的陣團，都是廟會遊街不可



卻少得看頭。 

7.  龍鼓迎媽祖 屏東迎媽祖傳統文化也是屏東人所關注也重視的一項民俗

慶典，廟會的開始也帶來了人潮來觀禮，舞龍舞獅的表演炒熱了

當時的氣氛，好不熱鬧的景象，迎媽祖的鞭炮聲揭開了活動的序

幕，還有令人難忘的鼓隊及電音三太子，華麗的舞和大頭娃娃可

愛的舞步讓人難以忘記。 

8.  迎媽祖 對於廟會活動中，個人最喜歡的內容，是從傳統的文化中所

衍生出來的表演，以及服裝道具，所以影片中主要呈現出的也是

此內容。 

9.  媽祖心 阿

猴情 

拍攝這次「103年」阿猴迓媽祖」紀錄片，主要是想藉由此

次的活動讓更多人看見地方百姓對於媽祖的信仰，以及對媽祖的

精神寄託；和無私的奉獻，影片中有紀錄到慈宮媽祖，所遶境經

過的地方宮廟，為迎接慈鳳宮阿猴媽祖，所排設的點心宴及高空

煙火，由此可見信徒對於，此次遶境，看得非常慎重。 

10.  阿猴迓媽祖

短片 

每逢廟會時期，繞境是不可或缺的活動之一，看見辛苦的廟

會活動付出的人，雖然辛苦但卻在他們臉上看到一抹微笑，藉由

阿猴迓媽祖繞境活動，紀錄繞境前的準備工作，及繞境時的盛

況，虔誠的信徒、多元的陣頭、記錄著屏東媽祖繞境信徒踴躍參

與的情形，讓大家知道屏東重要的文化慶典。 

11.  Akau Mazu 

Procession 

「三月瘋媽祖」是台灣重要的民間信仰活動。媽祖崇拜反映 

「唐山過台灣」的歷史背景，也是海洋文化的表徵。媽祖原 為

航海之神，主要任務在保護漁民、庇祐航行安全，隨著移 民的

播遷來台，媽祖的職務開始轉變，舉凡健康、事業、農 事、感

情等皆成為媽祖的業務範圍。在人心徬徨無助的時候 ，媽祖成

為台灣人民最重要的心靈依靠，儼然是為台灣人的 守護神，而



每年元宵之後到三月廿三之間，各地媽祖的遶境 進香活動更是

台灣民間最重要的宗教活動。 本片將以事前準備以及繞境的過

程做詳細記錄，以人為出發 點，拍攝此次遶境，主題為信仰、

希望、祥和。 

用手機.相機.單眼不同素材所拍攝而成的畫面，更能貼近日

常生活的畫面。 

12.  媽祖遶平安 此次參加媽祖遶境紀錄片比賽，在幾天遶境跟拍紀錄的過程

中，讓我們深刻了解信仰寄託對人們的重要性，我們用這部影片

陳述繞境活動的盛況!! 

13.  信仰 媽祖的信仰是台灣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希望能透過這個作

品，引起大家對於傳統信仰的興趣以及重視。 

14.  熱 血 ‧ 可

愛‧活力，

迓媽祖 

以突破傳統的廟宇紀錄影片為想法，來剪輯本紀錄短片，以

比較輕鬆的態度來參予廟方活動，借此，以影片想傳達的氛圍，

可以感染到滿腔熱血、天真可愛以及充滿活力幹勁的大小朋友。 

本片嚐試以不同的觀點來詮釋廟宇紀錄，並共分成四個不同

的觀點來看迓媽祖與媽祖廟，(1)開頭用了莫札特的交響樂，想

像著金碧輝煌的宮廟，ㄧ早大伙們正為迓媽祖活動籌備準備樣

子，像極了巴洛克時期宮廷宴會的感覺，(2)「熱血迓媽祖」，熱

血像徵的新血與熱情，以年輕人滿腔熱血的角度來紀錄影片，跟

著逗熱鬧，(3)「可愛迓媽祖」天真可愛的小朋友，像徵著傳承，

紀錄小朋友面對迓媽祖天真可愛的一面，(4)「活力迓媽祖」有

活力就會熱熱鬧鬧的，以最後一天回鑾為主要記錄，這天最熱

鬧，大家不分大小老少，以活力相待，熱鬧非凡。 

 

 



活動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3IeoQby23Hn-_7VGMfuOUCPJMkX2CAN 

共 7,016觀看人次 

 

參賽影片 YOUTUBE網路清單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3IeoQby23Hn-_7VGMfuOUCPJMkX2CAN


 

參賽影片 YOUTUBE連結 

 

 

 

（四)評審建議與評析 

本次比賽之評審來自於台灣各地區，評審背景包含導演、影像傳播公司負責

人、有線電視公司經理…等等傳播相關的專業人士，過程透過資格審查、初審、

複審等階段，過程公正、公平、公開，使這次比賽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根據評審的建議與評析內容，主要可分為兩部分，一為技術層面，一為紀錄

片取材部分。技術層面，由於拍攝器材差異，以及參賽者對於影片拍攝的技巧、

專業知識的落差，影響作品的完成度。建議解決方式，可以讓主辦者在參賽作品

規格上提出較詳細的規範，例如畫質，或是內容與音樂的要求，承辦單位也可以

在事前提供說明會或是講座，提供簡易的拍攝指南，可以提升參賽作品的製作水

準。取材部分，視角仍是旁觀繞境活動加上訪問廟方、介紹廟宇歷史為主要內容，

建議增加其他觀點，從不同角度來記錄，也建議針對文教基金會的負責人、或是

單位成員來進行訪問，可以獲得更具文化教育意義的內容。 



 

編號 建議與評析 

1 普遍都是＂過程記錄＂或從廟方的角度出發，若是可以從信徒、參與表演者

或志工的觀點記錄他們為了信仰所作的努力，或許可以增加整個影片內容

性。 

2 參賽者普遍都是以廟方行政人員為拍攝訪問對象，缺乏對於主辦單位負責人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進行訪問對此活動之闡述及見解，這是比較可惜的。 

3 音樂版權會是整部影片最大的問題。 

4 一般民眾對於拍攝紀錄片的想法不一，所以可以在活動之前辦理座談會，讓

有興趣的民眾透過座談會了解紀錄片拍攝之基本概念，此外透過此方式也能

提升整個交件影片之水準。 

5 由於剪接軟體以及攝影器材不同，導致影像畫質不佳。 

6 有些影片只有字幕沒有旁白加上旁頭太過於冗長。 

 

 

 

 

 

（五）影片網路觀看人次分析 

網際網路作為現代的傳播聯繫管道，已經比實體管道來得更不受限制，這也

是此次活動獎項中，推出網路人氣獎的主要因素之一。競賽目的在於文化傳承與

文化創意的傳遞，透過數位科技的方式，是獲得有效傳播的重要途徑。 

這次的網路影片點閱人次分析中，到獎項結算時，總人次有 7016 人次，即

使比賽結束，觀看人次仍持續微幅上漲，增加一百多人次。是以，即使不如流行

音樂的影片盛行，雲端資源的便利性，仍舊可以持續地讓本次比賽作品得以數位

化的方式傳遞下去，其影響力是潛移默化的漸進式。雖然由於比賽影響，可能會

有充人氣的重複點閱方式，但是參賽者為了提高點月曆而自行分享、宣傳影片，

亦是一種傳播方式，且比賽過後的點閱人次仍有持續成長，可見影響仍持續進行。 

 

 

 



序號 隊伍名稱 影片點閱人次清單 

1.  楊運生 172 181 

2.  睦謙閣 565 582 

3.  蔣文斌 274 279 

4.  蘇上君 1,691" 1,708 

5.  徐毓廷 117 123 

6.  Fishing 485 499 

7.  來觀禮 95 100 

8.  賴欣蓮 142 148 

9.  ㄏ勝影音團隊 2,356 2,386 

10.  單眼皮影視團隊 301 301 

11.  地瓜葉影像工作室 301 301 

12.  3131C7 126 134 

13.  李佑津 90 95 

14.  夢想夥伴 301 301 

合計 共 7,016觀看人次 共 7,138 觀看人次 

 

 

二、「迓媽祖」紀錄短片比賽頒獎典禮 

 

（一）典禮計畫 

典禮規劃重點在於莊重親切，強調比賽的正式性，以及媽祖文化的親民性，

因此典禮地點設於慈鳳宮鄰近的美和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苑，因為地緣關係，可

以帶入在地居民。此外，場地本身為學術機構所營運，加以連結教育單位與學子，

進而增加參與民俗信仰文化的機會。 

 

 

 



 

 

 

頒獎典禮的主要視覺以慈鳳宮、聖帝廟之神像為設計意象，以簡單的構圖明

確呈現典禮目的。此視覺意象同時運用在數位典藏之光碟，以及包裝袋，典禮會

場指示牌，以及投影片、場地布置等部分，以求整體一致性。會場布置亦配合美

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編輯的媽祖論文集發表與展示，以及圖書館所彙整的媽

祖文化相關書籍，進行會場的書展布置。 

頒獎典禮 程序表 

時 間 程 序 

15：00-15：20 貴賓/入圍者進場 

15：20-15：30 司儀開場 

15：30-15：50 貴賓致詞 

15：50-16：10 新書發表會 

16：10-16：15 大合照 

16：15-17：00 得獎影片欣賞與頒獎 

17：00-17：45 茶敘時間 

17：45-18：10 活動花絮回顧 

 禮成 



 

頒獎典禮活動規劃及布置 

 

 

頒獎典禮活動海報 門口場地佈置 

 

 

活動現場佈置 簽到處與服務台佈置 



 

 

書展佈置 頒獎舞台佈置 

 

 

 

 

（二）典禮檢討與分析 

 

本次頒獎典禮受部分突發因素影響無法如原訂計畫之期程進行，然舉辦典禮

過程仍能順利完成，除過程中承辦與主辦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密切，使各種流程

與會錢規劃都能盡善盡美，使得典禮得以圓滿成功。雖然順利完成頒獎典禮，仍

有部分檢討之空間： 

 

1. 出席者名單無法確實準備。 

一直到典禮當天上午，出席者名單仍無法完全底定，此受限於出席者本身行

程安排，加上當天假日，所以無法提早確定出席者名單。 

改進建議：列出可能出席者名單，準備足夠之伴手禮、胸花、名牌，並預留

超出名額之份數，以備不時之需，另簽到處與典禮主持必須機動調整名單，

緊密聯繫，則可確保典禮之流暢性。 

2. 得獎者與評審無法全數出席。 



由於典禮日期幾經調整，得獎者與評審來自於台灣各地區，加上典禮當日颱

風侵台，變數增加，影響出席狀況。 

改進建議：典禮改期與颱風為不可抗因素，則日後舉辦活動時應提前通知，

透過多方聯繫早日安排，並協助出席者解決交通問題，例如提供交通費補助、

提供接送等，或可提高出席率。 

3. 場地布置受限。 

場地為一般室內階梯型教室，舞台高度不足，牆壁設計不適合舞台佈置，因

此進行廠地佈置時受限，無法按照一般舞台設計方式進行。 

改進建議：事前多次場地勘查，可提前規劃佈置方式，避免當日無法佈置之

臨時問題產生。場地佈置應採用活動式且多方考量，有利於因應突發狀況。 

4. 座位安排無法切合實際引導狀況。 

實際典禮進行時之來賓入座狀況並非完全符合一開始之引導規劃，主要因素

為出席者名單未能確定，人數無法掌控，另場地空間較小，無法有多餘的預

備座位，加上來賓隨興入座，造成與預期之座位安排有所差異。 

改進建議：座位安排採用區域劃分，僅確定出席者為之預留固定位，其餘則

以身份別來劃分區域，可以避免預留座位卻空著的狀況發生。此外，現場帶

位之工作人員應事前預演，能夠視現場狀況機動調整。 

 

本次頒獎典禮雖然幾經波折，但在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密切配合之下，得以

順利圓滿完成，雖受天候影響出席人數不如預期，但是整體走精緻路線，規模不

大卻仍面面俱到，得獎者也能經由正式而慎重的頒獎過程，獲得殊榮。主辦單位

也能透過典禮，傳達推廣媽祖信仰文化的教育理念，以及文化傳承的使命。 

 

 

 

 



 

頒獎典禮成果照片 

 
 

協助長官貴賓簽到 協助長官貴賓別胸花 

  
長官貴賓入座 貴賓致詞 

  
論文及發表暨贈書儀式 佳作 



  
網路人氣獎 第三名-慈鳳宮阿猴媽祖、屏東人信仰歸屬 

  
第二名-Akau Mazu Procession 第一名-103年歲次甲午阿猴迓媽祖 

  

總召集人文化創意系系主任講評 評審講評 



 
 

大合照 發放活動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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