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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負有蒐藏、研究、展示、典藏

的功能，觀眾參觀博物館的期待是能夠親

眼見到獨一無二的文物，而隨著時代的演

變及民眾的需求改變，博物館的任務不只

要呈現玻璃櫃裡獨一無二的展品，也要以

各種教育學習的方法達到發揮展品價值的

功能。

參觀博物館的人涵蓋各年齡層，來自

不同的社會背景，每座博物館參觀的主要

團體也隨著博物館的類別而有所不同，因

此，將博物館的展覽物件與社會文化或者

是個人的經驗連結起來，並且設計適當的

參觀行程不是簡單的事，教育人員必須掌

握觀眾研究，瞭解他們的特性，對於觀眾

的瞭解、展示的知識融會貫通之後，設計

讓參觀者自主學習的活動。

這幾年來，許多臺灣的美術館以及

博物館都開始加強觀眾的研究，頻繁地

推出特展跟各式各樣的活動，各種的教育

推廣方式已多多少少改變一般人對博物

館的看法。當代博物館教育試圖要傳播給

觀眾的知識資訊量越來越大，教學技術各

式各樣，建構的、自主的、探索的、引導

的等等，知識的傳播不再是教育者向學習

者的單向傳遞，而是雙向交流。博物館教

育學者George Hein認為：真正的教育來

自於學習者自身的經驗，特別是學習者主

動參與的經驗，博物館教育的目的並不在

“教”，而在幫助觀眾“學習”，他強調

了博物館中觀眾主動的角色，鼓勵博物館

觀眾自行探索與架構知識才是博物館教育

的本質。

體驗活動：陶土捏塑作品 體驗活動：羊毛羶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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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學生到博物館參觀－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學校參觀套

裝行程為例

為什麼要帶學生來博物館參觀呢？

博物館與學校的功能是互補的，博物館能

提供真實的物件，教室裡的範圍僅限於課

本、簡易教材與媒材，博物館與學校資源

的整合便能為學生提供絕佳的教育機會。

在一座博物館裡直接用真品教學，可以豐

富學校的學習，這樣的行程可以拉近典藏

品與學習者的距離，結合學習者的參觀經

驗以及對文物的看法。

由於史前館的展覽主題廣泛，從臺灣

島嶼的誕生、動植物移入到南島語族定居

展現璀燦文化的歷程，綜覽臺灣島千萬年

來的變遷，還有人類的演化以及科學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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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展示廳，其豐富的主題

假如可以與學校的教學課

程緊密結合，相信可以成

為學校外的第二個教室。

如何在博物館裡獲得

「真正的」學習，帶動教

師到博物館戶外教學的意

願？妥善的規劃與準備是

必要的，為了簡化教師到

史前館參觀時，面對廣泛

主題而受到的障礙，史前

館依據九年一貫教育，透

過稱職的導覽員解說，加

上體驗學習教室的活動，

讓學生可以藉由動手做與

某項展示品有關的創作，

融會貫通參觀行程的主

題。

很多經驗告訴我們，

學生第一次參觀博物館的經

驗，就是透過學校的校外教

學，也因此博物館教育人員

與教師在參觀前後的聯繫與

溝通是重要的，雙方對參觀

活動若沒有清楚的教學目標，甚至讓參觀

博物館也成為另一種考試壓力，學生就容

易對參觀博物館的目的和功能感到困擾，

使得博物館參觀失去吸引力和影響力，甚

至導致學生對以後的博物館參觀缺乏興

趣，拒絕進入博物館生活的機會。

以史前館為例，規劃校外教學時，教

師可以向教育資源中心諮詢相關活動的資

料，只有教師才瞭解自己的學生以及課程

屬性，我們建議教師最好事先認識所要去

的博物館環境與特色，思考適合的主題，

針對博物館其他空間安排適合的活動，蒐

集資料並且提供學生參觀前必需事先具備

的知識架構。

博物館希望教師不是帶領著學生到

博物館聆聽另一位教師（導覽員）上課，

也許這樣的思考可以幫助教師深度思考博

物館與學生課程的關係，博物館比較在意

的是學生學習歷程跟概念的形成，而非學

到了多少，我們希望藉由教師的協助，放

棄學習單填充式的評量，鼓勵學生發表意

見，藉由互動的討論讓學生產生更多的興

趣。

參觀主題 體驗教室 活動介紹

自然史—地質 油土製作彩色小火山 利用彩色油土的可塑性，引導學生分辨兩種不同類型的火山

自然史—生物 自然素材小昆蟲 以大自然素材組合可愛小昆蟲

彩繪史前大象 創意顏色彩繪

自然史—動物 啄木鳥門鈴 造型簡潔可愛的啄木鳥，輕輕拉動棉線就會發出聲音。

史前史
陶土捏塑 學史前人類以泥條盤築的古老方法製作陶罐，用繩紋裝飾。

迷你小石斧 史前人類的工具製作

南島語族 陶珠製作 利用軟陶土製作原住民陶珠

豆畫 取材於生活，利用小豆子黏出獨特的手工藝術

※史前館學校參觀套裝行程體驗項目（略舉）

體驗活動：彩繪史前大象02

體驗活動：彩繪史前大象01

體驗活動：彩繪史前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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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套裝行程算是由史前館主導規

劃的參觀行程，也許會缺乏來自學校的聲

音，若要達到館校交流的目標，建議站在

教育第一線的老師們提出參觀行程的其他

需求，請教資中心的服務人員給予協助。

參觀之後，也希望教師可以透過討論與互

相分享的方式讓學生抒發博物館參觀經驗

之所見，成為下次館校行程的參考。

結 語

博物館就像是一所開放的學校，博

物館教育對象是全民的、終生的，非強制

性的，民眾可依其年齡、興趣之不同，各

取所需，當大家公認博物館是屬於全民的

共同記憶時，唯有透過博物館教育素養落

實，使「人」在博物館場域取代展品成為

博物館主體的時候，才是大眾真實擁有博

物館，也才是博物館教育價值最大的發

揮。

（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約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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