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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喜歡拍照的小小攝影師，來

自三峽的成福國小，在謝基煌老師的帶領

下，他們背著相機，一邊走一邊拍下沿途

的風景。他們的作品感動了許多人，攝影

也讓他們變得更有自信，甚至改變了他們

的生命。

成福國小的攝影社

2009年，在成福國小老師

的贊助和支持下，謝基煌

老師成立攝影社，並添購

了多部數位單眼相機，

供社員使用。目前社

團裡大約有8名

社員。

〈攝影／林
逸妤〉

〈攝影／謝
基煌〉

〈攝影／謝基煌〉 �



喜歡攝影的謝老師

中學就讀美術班的謝老師，經常和同學利用週末到海邊拍

照，漸漸的，攝影就變成他的一大興趣。來到成福國小當

老師後，謝老師經常用相機記錄校園裡的生態，後來他想：

「為什麼不讓學生也用相機來記錄生態呢？」於是他把相機

借給學生使用，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按下快門，從此，

謝老師就開始教學生攝影，並成立了攝影社。

▲�臺北樹
蛙似乎正

對著謝老
師的鏡頭

微笑呢！
▲�小朋友

們聚精會
神的盯著

樹上的毛
蟲，這時

正是謝老
師按下快

門的好時
機。

▲�學生專
注拍照的

樣子，讓

謝老師忍
不住按下

快門。

▲�謝老師
喜歡用相

機記錄生
態。

▲�歐洲的
美景讓謝

老師謀

殺了不少
記憶卡。

1謝老師的攝影教室

小朋友真的適合學攝影嗎？許多

人發出了這樣的疑問。謝老師認

為，和畫畫、作文比起來，其實

攝影反而簡單許多，只要學會最

基本的操作，以及如何保護相

機，即使是低年級的小朋友也可

以學習攝影。

▲�謝老師教小朋友剛開始學攝

影時，可選擇P模式，再利

用曝光補償鈕調節亮度。

曝光補償鈕

P模式

（程式曝光）

拍照時，用背

帶把相機背在

身上，是避免

相機摔壞的最

好方法。

話說從頭～謝老師成立攝影社
這群小小攝影師，原本完全不會攝

影，甚至從來沒拿過相機，在遇到謝基煌

老師之後，才開始接觸攝影、愛上攝影。

原來，謝老師是一個非常喜歡拍照的人，

他知道透過相機可以記錄生活、留住感

動，也能從鏡頭不同的視野去感受世界，

所以，當他成為老師之後，他開始教學生

拍照，希望學生也能感受到拍照的樂趣。

2009年，謝老師更成立了攝影社，要讓更

多小朋友愛上攝影。

〈本頁攝影
／謝基煌〉

〈攝影／蔡資敏〉

〈攝影／蔡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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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攝影師

跟著謝
老師到

淡水看
雲看夕

陽，意
外拍到

的好作
品獲得

了銀牌
！〈攝影／

葉心銓〉
▲�瞬間的生動表情被相機捕捉下來，
還獲得了攝影比賽的金牌喔！

〈攝影／謝乙廷〉

▲�自然界
中處處充

滿驚喜，
這個美麗

的畫面贏
得了

金牌獎！

〈攝影／白
哲庸〉

▼ �直拍

攝影社的輝煌戰績

小小攝影師拍出的作品，經常讓謝

老師驚豔，於是謝老師就把他們的

作品拿去參賽，沒想到竟拿下了許

多獎項和獎金！獲獎對小小攝影師

來說，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他們因

此獲得了自信和成就感，也對攝影

越來越有興趣。

2謝老師的攝影教室

謝老師認為剛開始學攝影時，其實不需

要學習很難的攝影技巧，可以試著隨意

拍、自由的取景，因為每個人看世界的

角度不同，拍出來的作品也會不一樣。

他會鼓勵學生大膽的按下快門，不要擔

心拍不好，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反而

經常拍出意料之外的好作品。

獲獎連連～作品不輸大人
「在按下快門的那

一剎那，大家都是公平

的。」謝老師認為，不分

年齡、貧富，每個人都

能在按下快門時，創作出

屬於自己的攝影作品。小

小攝影師們雖然年紀小，

攝影功力卻絲毫不輸給大

人。在大大小小的攝影比

賽中，他們的作品經常囊

括了大部分的獎項，有時

甚至包辦了前三名！這些

成就令謝老師很感動，他

更加堅信，要帶領這群小

小攝影師繼續拍下去。

▲�好大的一隻毛毛蟲，還
有好認真的小小攝影
師！這個畫面感動了評
審，拿下了金牌！

▲�老
人家
的手
刻畫
著每
一

日的
辛苦
，這
令人
感動

的畫
面獲
得了
銀牌
獎。

大人在攝影時，通常會橫

著拍或直著拍，但小朋友

經常會斜著拍，所以能拍

出很特別的作品。

〈攝影／連泰豪〉

〈攝影
／黃欣

怡〉

▼ �斜拍 ▼ �橫拍

〈圖片提供／謝基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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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攝影讓我們學會尊重生命

小小攝影師最初就是從拍攝生態開始，每當在校園發現新的生物，他們就會密

切觀察，將生物的生活、成長情形用相機記錄下來。因為經常親近動植物，小

小攝影師也學會尊重每一個小生命，更懂得愛護自然環境，當然，他們拍攝的

生態作品，也成了全校師生的教學資源。

3謝老師的攝影教室

在進行生態攝影時，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不

要干擾和傷害生物，尤其是生物在育雛

時，要更加謹慎。在拍攝時，可以利用腳

架或身邊能依靠的東西，讓鏡頭盡量保持

穩定，另外，要選擇足夠的光源或透過閃

燈補光，才能拍出清晰的照片。

上山下海～捕捉令人感動的瞬間
成福國小有一個小小的水草塘，裡

頭生長了一百多種水生植物，還有好多種

蜻蜓和青蛙，這麼豐富的生態景觀當然就

成了小小攝影師的最佳拍照地點。他們喜

歡穿上青蛙裝，涉水走進池塘裡，捕捉小

花和小蟲的倩影；他們也喜歡到學校後山

觀察和記錄臺灣藍鵲；他們更期待和謝老

師一同出遊，把沿途令人感動的景色，都

一一收藏在鏡頭裡。

〈攝影／謝基煌〉

〈攝影／黃欣怡〉

▲�水草塘
裡有數十

種蜻蜓，
蜻蜓交尾

、蜻蜓點

水，甚至
是不同種

蜻蜓間的
廝殺，都

被一一

記錄下來
。

〈攝影／李
玟慧〉

▲�小小的
藍益椿象

從白色晶
瑩的卵裡

孵化出

來了！一
連幾天，

小小攝影
師將牠們

的成

長過程拍
下來，成

為珍貴的
生態作品

。

〈攝影／
蔡祈亮〉

▲�後山偶
然發現

臺灣藍

鵲，藍鵲
育雛的情

形被

細心觀察
記錄。

〈攝影／謝
乙廷〉

▲�在樹上
吃果子的

綠繡眼，
讓人想靠

近，

又不忍打
擾。

〈攝影／蔡
祈亮〉

▲�粗腰蜻
蜓也來到

水

草塘休息
。

有樹靠樹，有牆

靠牆，身體有了

依靠，鏡頭才容

易保持穩定。

〈攝影／葉
心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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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兩個願意加

入攝影社嗎？

攝影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透過鏡頭，小小攝影師把生命變成一個個動人的故事。而成績不好、家境貧

寒、被同學排擠……這種種的挫折，都因為攝影，而有所轉變。

不只是攝影～生命變得更豐富多彩
除了生態攝影，小小攝影師也透過

鏡頭，看到了人生百態，他們注意到種

田人粗糙的手，也關心家鄉的傳統文化，

他們還捕捉老師、同學的表情和心情，讓

每一刻的感受都凝結成永恆的畫面。小小

攝影師用心拍出來的作品，感動了無數的

人，而他們自身的生命故事也同樣令人感

動。原本缺乏自信、灰心沮喪，但因為攝

影，他們的眼界開闊了，生命也跟著改

變，原本黯淡的人生，從此變得豐富多

彩。

❶�謝老師在挑選攝影社的成員
時，會刻意挑選那些課業成績

不好或是缺乏自信的學生。

❸�原本喜歡搗蛋的學生，
加入攝影社、生活有了

目標後，就不再隨便搗

蛋了。

❹ �原本課業成績不好、被同學
取笑的學生，在攝影作品獲

獎後，讓同學刮目相看。

❺ �有些家境清寒的小小攝影
師，會將獲得的獎金全數

交給媽媽。

❻ �家人看到小小攝影師的努
力與成就，更加支持他們

繼續學攝影。

❷�

4謝老師的攝影教室

一個好的攝影作品往往訴說著一個動人

的故事，所以，「到底要拍出什麼樣的

故事呢？」是每個攝影師都會去思考的

問題。謝老師在上攝影課時，有時會訂

定拍照主題，像是桐花綻放時，主題是

「桐花」，蜻蜓大量出現時，主題就是

「蜻蜓」。一旦有了主題，拍照時就要

去思考：「什麼樣的照片能呈現出桐花

或蜻蜓的美麗與特色呢？」

▲�生命中的喜怒哀樂，願我們都能一一去
體會。

〈攝影／謝乙廷〉

▲�生
命，
盡情
展現
吧！

▲�拍下生態之美，發現生
命之美，是學

攝影最大的收穫。

攝影
社萬
歲！

相同的美景，不同

的攝影師會拍出不

同的美感。

媽媽，獎金

給你。

啪

啪
啪

〈攝影
／謝乙

廷〉

〈攝影／黃竹君〉

〈攝影／
謝基煌〉

〈攝影／葉心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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