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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實施成果、整體效益及綜合檢討 

 

一、 計畫主題：藝文環境實驗室－第二年計畫：進擊的「新世代藝文創作者社群」 

二、 執行日期：2020/10/1~2021/09/30 

 

三、計畫實施成果： 

 

  Thinkers ’Studio思劇團（原名：思劇場，於2020年變更立案名稱為：思劇團，

以下簡稱本團）自2013年起，於滿載歷史及文化底蘊的大稻埕地區經營「思劇場」空

間起家。以「民間獨立藝文平台」自居，致力於創造表演藝術與其他領域跨界合作的

可能性，深耕在地藝文計畫同時也匯聚國內外各式創作能量與資源為核心價值。並且

運用硬體空間及軟體資源（如：空間場地、藝術行政力、國際網絡資源等），讓整體

團隊成為有機的「藝文環境實驗室」。 

 

  經過了2019第一年以「藝術、生活與社群連結」為主題之後，在邁入第二年計畫

的同時，2020年也是全球面臨COVID-19（新冠肺炎）帶來嚴峻考驗的時刻，許多演

出、國際交流停擺，而面對地理限制困境，本團也運用這些年來在臺灣以及國際表演

藝術生態中所累積的資源及專長，發揮藝文環境實驗之精神，將第二年的主題聚焦在

「新世代藝文創作者社群」，透過不同媒介、有策略的規劃交流網絡，持續與創作者

以及大眾保持對話，延續創作交流的關係，並且以「前期創作架構陪伴」為核心，提

供更多豐沛的資源予新世代的藝術工作者，並且連結至不同世代之藝文工作者，共同

討論出更強壯的國際藝文生態系，讓表演藝術環境可以持續茁壯，並且加強藝文專業

領域社群的網絡關係，讓臺灣乃至全球的藝文環境能夠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日趨完

善。 

 

  本團於2020年10月期間至2021年9月期間，將整體藝文環境實驗室的主軸設定為

以「前期創作架構陪伴」及「創作連結／延續共榮」為主題，善用本團作為民間組織

的彈性狀態，打造與創作者之間的親密夥伴關係，進行作品發展前期的支持與陪伴，

不論是實驗性的創作前期討論或是創作者個人品牌建立，透過創作陪伴誘發前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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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品與藝術家更全面性的發展，年度計畫依照三大方向進行分類，分別為（一）、

性別：（前期創作架構陪伴）；（二）、表演藝文生態反思及專業養成：（前期創作

架構陪伴）；（三）、族群：（創作連結／延續共榮），以下也將以各計畫實施的內

容進行說明： 

 

（一）、性別： 

 

1. 【殺龍Salon－當代表演工作坊／裸體 實踐 工作 坊】 

當代裸體表演｜共同討論性別、觸覺、裸 

 

活動日期：2020/12/05 14:00 ~ 21:30、12/06 10:00 ~ 17:00  

 

 

  本團延續了去年與女性主義藝術家蘇品文的合作計畫《殺龍系列Podcast》，今

年更將計畫推演至更完整的工作坊規模，於2020年12月5日、6日舉辦為期兩天的

【殺龍Salon－當代表演工作坊／裸體 實踐 工作 坊】，進一步結合當代裸體表

演與性別議題，聚焦於「身體與皮膚」，共同討論「性別」、「觸覺」、「裸」，透

過藝術家蘇品文近幾年的裸體表演經驗分享及實踐教學工作坊的引領下，藉由皮膚與

觸覺打開自我覺察的大門，藉此啟發大眾思考性別、裸體、自我之間的關係，強調透

過「裸體實踐」，爭取專屬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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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工作坊有14位夥伴一同參與，更邀請當代藝術策展人、藝評家「王柏偉」擔

任書寫觀察員，為這個工作坊留下專業人士的書寫記錄，提供給表演藝術產業更多性

別議題的創作後續參考，提供工作坊後續擴散效益，也透過本次工作坊，開拓藝文工

作者對於性別創作的想像，更延伸至後續本團於2021年度的《東南亞性別網絡計畫》

後續合作對象與創作領域。 

 

2. 《巴黎野梅》－「酷兒身體工作坊」、「Solo Show 劇場演出」 

陪伴創作｜前期作品發展支持、性別創作多元型態 

 

「酷兒身體工作坊」活動日期：2020/10/24  14:30 ~ 21:30 

 

 

  本團也與表演藝術家曾智偉共同合作《巴黎野梅》系列活動－「酷兒身體工作

坊」以及「Solo Show 劇場演出」，以陪伴創作的角度出發，與藝術家共同發展系列

工作坊及演出，透過劇場的身體和語言練習，開發妳／你的酷兒意識，在工作坊當

中，藝術家帶領學員運用身體和語言的「性別」元素，探索如何在空間和物件中運用

這些元素，在共創的想像裡擦出火花，遊走於戲劇、舞蹈和扮裝等表演形式，在疆界

之外展演當代酷兒身體，工作坊於2020年10月24日舉行，共10位學員一同參與。 

 

「Solo Show 劇場演出」活動日期：2020/12/11-12/13 19:3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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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Solo Show 劇場演出」當中，則是曾智偉轉化旅居巴黎的經驗，以「單人

肢體劇」的形式呈現，用生理男的身體扮演象徵台灣女人的「巴黎野梅」，在兩個傳

統性別身份間轉換：當個有肩膀的「男人」，或當個需要肩膀的「女人」，而當兩者

並肩共舞時，酷兒身體於是在二元的框架外被展演，帶領觀眾進入巴黎野梅的酷兒世

界，演出日期為2020年12月11日至13日，於思劇場呈現4場展演，參與觀眾為93人。 

 

（二）、表演藝文生態反思及專業養成： 

 

  在表演藝文生態反思及專業養成方面於實際執行當中，也因應上半年的疫情關係

來做調整，將實體展演活動轉為部分實體活動以及部分線上活動的方式進行虛實整

合，提高活動參與人次，並將整體方向更聚焦於「專業養成」，進行多場工作坊以及

表演藝術專業人才培育等主題進行，並同步與亞洲表演藝術生態持續保持密切連結，

與國際市場共同針對藝文環境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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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eators’ Cradle Circuit 2021（3Cs計畫）合作與交流 

國際交流｜國際藝文平台串聯與網絡建立 

 

活動日期：2020/10/20-10/21 

 

 

  Creators’ Cradle Circuit 2021（3Cs計畫）是由東南亞策展人組成的Karakoa I

ncorporated Association舉辦，由多個國際單位贊助及協辦的國際藝術平台計劃。3

Cs計劃從2018開展，策劃跨國的流動表演藝術節，過去曾帶領藝術家訪問台北、印

尼、馬尼拉、馬來西亞和日本等地，鼓勵亞洲的表演藝術家在不同亞洲城市間進行旅

行、交流及展演，以跨城市流動的方式持續推動創作及實驗藝術作品在跨文化背景下

的不同的表達方式。為了實現這個想像 Karakoa 的六名策展人成員及計劃統籌結合自

己的資源，邀請不同的藝術家一同在各城市間進行旅行、交流及展演。2020年本團成

為台灣地區的合作夥伴，一同協助線上活動的進行，並且由本團總監高翊愷參與線上

圓桌論壇與來自泰國、日本、菲律賓的策展人、導演、製作人共同討論亞洲藝術節的

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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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銳藝術家李承漢－個人演出計劃「你、我、他」 

專業養成｜表演藝術新銳人才培育 

 

活動日期：2021/10/23 18:00、20:00 

 

 

  今年度我們與新銳藝術家李承漢共同合作「你、我、他」作品，以場地「思劇

場」空間陪伴創作者，提供支持與新稅藝術家完成其作品的前期發展與階段性創作，

本次作品以「獨舞」、「雙人舞」以及「三人舞」為結構，結合「馬戲」與「現代

舞」，嘗試突破表演者本身被限制的身體，以多重的編創過程與創作形式，產生出砥

礪與淬煉的實踐精神。強調舞作中的每一投足、每一頓點對於舞者而言都是自我人生

經驗的反思，觀眾參與人次為12人。 

 

 

3. 「莎士比亞的小丑課」年度系列工作坊：進階班 

專業養成｜表演藝術人才培育 

 

活動日期：2020/11/07-11/28 每週六 09: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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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本團與《自然而然劇團》密切合作，更於2020年共同合作開設系列專業

表演藝術人才表演課程，延續去年度上半年「莎士比亞的小丑課」年度系列工作坊：

初階班，下半年也持續合作，邀請「自然而然劇團」藝術總監「卡霞」擔任講師，對

莎士比亞劇中丑角中進行分析，藉由工作坊培養學員詮釋與默劇紅鼻子小丑不同的丑

角樣態，同時利用對演員的身體自我覺察與語言肢體特色引導觀眾，並深入探討舞台

上的「荒謬」與丑角呈現的深度技巧，工作坊日期為11月7日至28日，參與學員人數

為7人。 

 

4. 成為百分之3.14的李小龍－武打體驗工作坊！ 

專業養成｜表演藝術人才培育 

 

活動日期：2021/01/23 10:00-18:00 

 

 

  本團與專業武打演員「李至元」一同合作，專為表演藝術演員、舞者等專業人才

開設的「武打體驗工作坊」，從基本暖身、護身（被推倒或跌倒的前滾、後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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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帶領學員一步步認識基本揮拳、踢腿的套招及反應，並且透過簡單的身體翻滾、

基本揮拳、踢腿的「武打套招教學」，了解戲劇中的「街鬥、情侶吵架、專業對打」

武打質地，並教導學員棍棒的使用套招及反應以及套招運用組合呈現出的動作質感之

不同，進而讓表演者可以在舞台上掌握角色形象，讓舞台上的武打呈現更加純熟與逼

真，參與夥伴共為17人。 

 

5. 調養聲/身息：聲音訓練工作坊 

專業養成｜表演藝術人才培育 

 

活動日期：2021/03/13-03/14 13:00-17:00 

 

 

  本團與專業影像及劇場表演者、聲音訓練老師「王眞如」一同合作，開設針對專

業表演藝術人才之聲音訓練工作坊，講者藉由實務本位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

ch）的方法，發展適合於不同形式表演的呼吸以及聲音訓練方法，透過認識「解剖

學」，套用身體實作較物理的方式讓學員可以理解聲音運用的方式，拓展聲音的可能

性，包括音域、共鳴方式，以及開啟大家對於身體／聲音／想像力的練習，放掉自身

內部累積的緊繃，覺察感受肌肉的細微移動，讓空氣自由進出，提供給專業表演者找

到適當使用聲音以及呼吸方式，參與學員共為15人。 

6. 2021系列養成計畫：藝術行政需要「溝通」的大小事 

專業養成｜表演藝術新銳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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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21/06/22-6/28  

 

 

  本次的表演藝術人才工作坊主針對藝文工作者為主，以「溝通」做為藝術行政系

列講座的主軸，藉由「四個主題」，舉辦「兩場主題座談」、「兩場主題課程」來涵

蓋社群媒體溝通、藝文職場溝通、國際交流溝通等方向，透過不同面向的交流及分

享，以實際案例作為討論基底，與各位藝文工作者一同學習更多溝通之術。主題座談

以大眾溝通之「Podcast」、「社群廣告溝通」為主；主題課程則以職場溝通之「合

約細節簽訂」、「國際溝通的流暢度」為主，並且邀請該場次領域的知名講者與表演

藝術產業工作者來做實際的對談，課程內容結合來自專業領域業師的知識提供以及表

演藝文工作者的實戰經驗，提供給藝術行政最全面的視角，相互進行交流討論，參與

學員共為92位，詳細的活動規劃請見下述說明： 

 

主題座談： 

 

▌6/22(二) 19:00-21:00  這聲中了！Podcast的社群溝通術 

 

◼︎ 主講者：Sun Chen｜鬼島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資深品牌經理 

◼︎ 與談人：邱洛彤｜阮劇團 Our Theatre 行銷企劃經理 

◼︎ 主持人：洪家琪（凱西）｜雲門舞集副執行總監 

 

▌ 6/23(三) 19:00-21:00  下對廣告很重要，廣告媒體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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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黃誌親｜維肯媒體 資深經理 

◼︎ 與談人：施淳耀｜五口創意工作室 品牌創意總監 

◼︎ 主持人：潘姿彣｜Thinkers' Studio 思劇團 經理 

 

主題課程： 

 

▌6/29(二) 19:00-21:00 合約細節面面觀  

 

◼︎ 主講者：蘇庭睿｜獨立製作人 

◼︎ 與談人：林祖佑 ｜ Xiri Attorneys 合署律師 

◼︎ 主持人：高翊愷｜Thinkers' Studio 思劇團 總監 

 

▌ 6/30(三) 19:00-21:30 唇舌間的跨國交流，掌握外語的抑揚頓挫！ 

 

◼︎ 工作坊講師：王眞如｜影像及劇場表演者、戲劇構作、及聲音訓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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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創作連結／延續共榮） 

 

1. 社區劇場系列活動：夜探大稻埕－記憶編織工作坊 

創作連結｜在地社群與表演創作 

 

活動日期：2021/04/27-04/29 18:30-21:30 

 

 

  本團自2016年起推動「大稻埕社區劇場計畫」，開啟在地居民對藝文活動的參與

及喜好。今年度更與表演團隊「複象公場」一同合作，邀請大稻埕居民或是對這個社

區有興趣的夥伴們一起走進入夜後的大稻埕，藉由工作坊探索這塊土地，共同編織出

屬於你與大稻埕相遇的「城市記憶地圖」，產生對當年大稻埕民間生活娛樂記憶之好

奇，透過此工作坊了解民眾印象中的大稻埕。除了前期的工作坊之外，本次也規劃後

續計畫將會聚焦1930-1960年代的大稻埕，進行文獻資料回顧、田野調查及居民訪談

等方式，蒐集不同面向的資料，希望能夠交織出貼近在地居民的創作，同時期許應用

科技的特性，開展出一種連結過去、延續在地記憶的方式。參與學員共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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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2020大稻埕國際藝術節《大島藝舟》 

延續共榮｜陪伴創作新銳藝術家，創造在地社群的串聯 

 

活動日期：2020/10/01-10/31 

 

 

 本團以今年度共同合作之表演藝術家「曾智偉」、新銳藝術家「李承漢」的演出一

同加入2020大稻埕國際藝術節，同步連結年輕創作者跟在地街區的關係。也以「陪伴

創作」的角度協助媒合藝術家至大稻埕國際藝術節平台進行演出，除了協助提高年輕

創作者對外曝光的機會，開拓不同的演出平台，讓更多觀眾認識藝術家，也讓本團與

創作者的合作內容更得以延伸，不僅以單場次的演出作為合作標的，更是與創作者一

同將作品發展至國際展演市場，讓今年度的發展作品得以延續。 

 

四、整體效益 

 

（一）、陪伴創作Ｘ藝文專業人才培力Ｘ深入在地藝文連結Ｘ國際藝文生態連結 

 

  本團以「藝文環境實驗室」這個串聯平台，聚焦於「新世代藝文創作者社

群」，並且透過性別、表演藝文生態反思及專業養成、族群這三個主題強化連結各

族群之中的藝術能量，也在全球疫情所帶來的公開活動舉辦的困境之下，調整活動

進行方式更具焦在「陪伴創作」以及提供「藝文生態的培力」，以此為基底作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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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國際藝文連結的動能，2020年度我們舉辦與參與了 7場工作坊、1場展演活動、1

場國際交流論壇。 

  不過因為疫情影響，因此實體活動參與人次並未如預期所規劃之人數以及規

模，今年度實體參與人次為401人，活動執行的過程當中，也積極改變參與型式以及

後續活動紀錄，希望可以透過線上參與的型式來將展演議題、專業課程等活動之處

極度擴散出去，今年度活動轉線上化後總瀏覽人次為148,398人，期望透過這些實體

展演活動以及線上活動回顧等型式，與新世代的藝文創作者共同合作，並將議題力

量發酵，持續陪伴各界藝術家創作，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專業藝術製作人對談關於此

疫情對各個不同社群帶來的影響，連結臺灣藝文網絡與世界各領域之新世代藝文工

作者，碰撞出不同的創作火花，也藉由不同計畫能夠與國際相關民間獨立藝文組織

單位共創合作與交流的可能性，發揮國際連結以及深入在地藝文的能力，與各社群

充分討論並觀察，也期待臺灣的藝文環境可以更加蓬勃及友善。 

（二）、將創作發展過程紀錄檔案化，累積各方視角的討論並且提供有脈絡的論述 

  整體執行效益在此期間本團也因應疫情無法舉辦實體活動的狀態之下逐步建立

「線上檔案化」的流程，將每場活動的相關資訊、活動過後的線上記錄，總共有8篇

活動書寫觀察文、以及1支年度回顧影片等上傳至本團的社群平台以及官方網站，除

了延續作品後續效益，也提供表演藝術生態，延伸出另外一種藝文參與及討論模

式，努力打破疫情帶給我們的危機，讓生活中也可以實踐藝術文化，開啟關於生活

與藝文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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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合作單位 相關紀錄連結 

（一）、性別：（前期創作架構陪伴） 

巴黎野梅系列活動 

《酷兒身體工作坊》、《巴黎野梅Solo Show》 
曾智偉 活動官網連結 

殺龍salon－當代表演工作坊／裸體 實踐 工作 坊 蘇品文 
活動官網連結 

觀察書寫記錄 

（二）、表演藝文生態反思及專業養成：（前期創作架構陪伴） 

獨立製作「你・我・他」 李承漢 活動售票連結 

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pariswildplumblossom
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2020/10salon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2021/1/29/salon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01007075808150437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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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小丑工作坊＿進階班 自然而然劇團 活動官網連結 

成為百分之3.14的李小龍－武打體驗工作坊！ 李至元 活動官網連結 

調養聲/身息：聲音訓練工作坊 王眞如 
活動官網連結 

觀察書寫紀錄 

2021系列養成計畫：藝術行政需要「溝通」的大小事 
PANDA表演藝術網

絡發展協會 

觀察書寫文章 

 

6/22主題座談 

 

6/23主題座談 

 

6/29主題課程 

 

6/30主題課程 

（三）、族群：（創作連結／延續共榮） 

社區劇場系列活動：夜探大稻埕－記憶編織工作坊 複象公場 
活動官網連結 

觀察書寫紀錄 

 

五、綜合檢討 

 

因應疫情後的藝文生態改變，串聯線上與線下管道，打造O2O共學環境 

 

  回顧近兩年的疫情對全球藝文工作者的不同影響，讓本團也進一步思考在疫情

當中如何以更有彈性的「藝文環境實驗室」的角度進行有效的藝文網絡連結，綜合

今年度本團所合作之不同的社群、展演、國際交流以及今年度規畫之「2021系列養

成計畫：藝術行政需要「溝通」的大小事」等各項專業人才培力課程，有感受到因

為疫情高峰期禁止實體活動辦理以及降二級微解封階段梅花座椅及空間容流量的管

理，線上課程的操作明顯受到業界熱烈的回應，因此也希望未來可以借鏡今年的經

驗，在活動的辦理上導入電商產業當中的「O2O（Online to Offline）全通路模

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202011
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2020/11/28/thinkers-studio-x-314
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2021/1/18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2021/3/22/-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0718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2021/7/24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2021/7/25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0717
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2021/3/26
https://www.tkstheatre.com/articals/20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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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虛實整合的角度出發，結合電子商務系統當中「增加消費者接觸點」的思

考模式以及藝文民間單位的跨國合作，融合線上活動以及線下交流的資源整合，讓

藝文工作者可以減少地域、時間的限制，進行更多面向的國際交流，融合以上個面

向，以下三點為綜合性檢討與建議之內容。 

 

（一）、O2O藝文交流新平台建立：導入不同以往的互動形式，透過O2O（Online 

to Offline）全通路行銷模式的概念進行藝文活動的線上交流與線下在地資源盤整，

提供給藝文工作者更加全面的交流平台，並且可以透過本團的社群平台以及官網網

站的線上資源，透過文章書寫記錄、過程影像紀錄、課程影片、計畫活動回顧影片

的內容，提供給台灣藝文環境更多國際交流的種類，提供給藝文工作者更多不同的

選項，增加專業人才進修的便利性以及提高學習交流的機動性，創造並統整O2O藝

文交流平台的功能。 

 

（二）、創造共學環境，人才培育：除了國際藝文環境串聯之外，也試圖開創不同

的學習交流方式，透過不同主題的規劃，提供給藝文工作者更便利的交流管道，創

造更多不同形式的共學環境，進行不同以往的「創作陪伴」，並與藝術家共同成

長，也透過本團作為連結之平台，尋找未來可以共同合作的專業藝文工作者，進行

多面向的藝文專業人才培育。 

 

（三）、藝文環境實驗室之國際平台資源整合：期待透過「O2O模式」，線上參與

整合線下活動的型式，也期待未來有機會將此模組擴大到與亞洲區域的獨立藝文平

台建立交流網絡模式，透過線上活動的參與連結不同國家的資源，提供給藝文工作

者更多元以及更便利的交流環境，增加交流機會並搭建國際初步友好關係，創建穩

定長久合作夥伴關係，以長期合作為模式，透過策略規劃，將目標放在如何延續各

項計畫、藝術創作者的發展可能性與關係，也同步呼應團隊目標：「創作連結／延

續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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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活動一覽表        

開始 

日期 

結束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合辦單位 

活動性質及

內容 
場次 

實體參

與人數 
線上瀏覽人次 

是否

收費 

（一）性別 

西元2020年 

10/2

4 

10/2

4 

巴黎野梅系列活動

－酷兒身體工作坊 

思劇團 

曾智偉 
工作坊 1 10 

活動瀏覽人次 150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11,263 

是 

12/0

5 

12/0

6 

殺龍salon－當代

表演工作坊／裸體 

實踐 工作 坊 

思劇團 

蘇品文 
工作坊 1 14 

紀錄書寫線上瀏覽

人次 866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7,958 

是 

12/1

1 

12/1

3 

巴黎野梅－Solo S

how 

思劇團 

曾智偉 

單人肢體劇

／演出 
3 93 

活動線上瀏覽人次 

157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11,263 

是 

（二）表演藝文生態反思及專業養成 

西元2020年 

10/2

3 

10/2

3 

獨立製作「你・

我・他」 

思劇團 

李承漢 

馬戲、特技

／演出 
2 12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5,120 
是 

11/0

7 

11/2

8 

莎士比亞小丑工作

坊＿進階班 

思劇團 

自然而然

劇團  

戲劇／工作

坊 
1 7 活動瀏覽人次 532 是 

10/2

0 

10/2

1 
3C國際交流平台 Karakoa  

國際交流／

論壇 
1 60 僅為線上即時論壇 否 

西元2020年 

01/2

3 

01/2

3 

成為百分之3.14的

李小龍－武打體驗

工作坊！ 

思劇團 

李至元 

戲劇（武打

動作訓練）

／工作坊 

1 17 

紀錄書寫線上瀏覽

人次 383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8,17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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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3 

03/1

4 

調養聲/身息：聲

音訓練工作坊 

思劇團 

王眞如 

戲劇（聲音

訓練）／工

作坊 

1 15 

紀錄書寫線上瀏覽

人次 632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10,902 

是 

06/2

2 

06/3

0 

2021系列養成計

畫：藝術行政需要

「溝通」的大小事 

思劇團 

PANDA

表演藝術

網絡發展

協會 

藝術行政溝

通／工作坊 
4 160 

紀錄書寫線上瀏覽

人次 1,190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34,361 

是 

（三）族群 

西元2021年 

04/2

7 

04/2

9 

社區劇場系列活

動：夜探大稻埕－

記憶編織工作坊 

思劇團 

複象公場 
工作坊 1 13 

紀錄書寫線上瀏覽

人次 312 

社群平台瀏覽人次 

5,829 

否 

總年度回顧 

10/0

1 

09/3

0 

2020Thinkers' St

udio 年度思劇團

回顧影片 

－ － － － 

貼文瀏覽人次41,00

0 

影片觀看人次8,309 

否 

總計 16場 401人 148,398人 - 

實體／線上參與人次 148,799人 

說明：因為疫情期間，故

許多活動之參與形式也調

整轉為線上進行，並且持

續累積後續觀眾觸及度。 

 

參、影音附件 

2020年度回顧影片 

https://youtu.be/956HoAnbz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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