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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館的基礎推廣教育~探索學習單的設計訴求與 

使用者經驗的差異 

 

摘    要 

九年一貫課程強調課程內容應該結合生活與各地區文化特色，而以社區資源

形象標榜的博物館，成為教師們挖掘教學資源的最佳對象。教師運用博物館進行

戶外教學時，為了強化學生與展示的互動，需要結構化的活動設計做為引導，因

此許多較具規模的博物館均有編寫學習單，供學校與一般觀眾使用，學習單的設

計良窳影響參觀成效，其重要性不言而喻。 

 本研究從國中小學童的博物館參觀學習單切入，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度訪

談法，從博物館館方與學校教師觀點兩個不同的角度出發，取樣國內中南部區域

之博物館中六個展示廳包括國立台灣文學館、嘉大昆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

中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一方面探討館

內學習單設計人員的設計理念及預期目標，另一方面，每份學習單使用者訪談兩

位教師，探討目前國中小教師運用博物館的學習單的經驗面向及使用心得，進而

探析學習單設計與使用的落差。 

本研究主要結論如下： 

一、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規劃方面：為鼓勵觀眾拿取利用，設計者通常運用一些 

    策略，諸如配合闖關活動、藉由故事穿針引線、彩色花俏的版面設計、可愛 

    的造型主角、有趣多樣的題型及贈獎活動等。 

二、博物館學習單的使用情況方面：使用的學童多數是興致高昂、認真地參觀， 

努力地從展品及看板上找出學習單的答案，有些學生會互相討論，甚至請教    

師長等，只有少數學習態度欠佳的學生，沒有積極地參與。 

三、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與使用教師經驗之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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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而言之，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規劃情形，以國立臺灣文學館及九二一 

地震教育園區之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 

育館獲得使用教師的好評。上述展廳的學習單每一面均為彩色印刷，內 

容合宜豐富，份量恰當，多數能適用於規劃的程度，有專業美編設計插 

圖，最重要的是：學生吸收效果良好。 

 （二）雖然嘉大昆蟲館的學習單設計者用心地編寫了三份不同程度的學習單， 

       但是簡單的設計無法引起使用學生的興致，內容深度與題型尚待補強。 

期待本研究能提昇學校與博物館間的良性互動，弭平供需兩者的落差，讓學

習單的設計與使用更為完善，藉以提升學習成效，使學生們成為最大的獲利者。   

 

關鍵字：國民教育、博物館、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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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Education：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Gaps between 
Learning Sheets Design and User Experiences 

Abstract 

Grade 1-9 curriculums emphasize the curriculums should unify our lives with 

various characters of local culture. The museums are part of community's resources 

where the teachers unearth educational resources. When teachers use the museums to 

carry out the outdoors teaching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displays, they also need a structured active design as guidance. Therefore, many 

larger museums have prepared the learning sheets for schoo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design of the learning sheets will influence the visiting experience is self-evident. 

This thesis investigated museum learning sheets of the museums for children in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the teachers and the 

museum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paper ar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Samples have included National Taiwanese Literature 

Museum, NCYU Insect Museum, Che-Long-Pu Fault Gallery, Earthquake Engineering 

Hall, Image Galler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Hall of 921 Earthquake 

Museum.Discussions in this thesis has not only included the idea of the design and the 

anticipated goals of the researchers in the museums. It also deals with user’s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Interviews were taken with both learning sheet 

designers and school teachers who had previous experience in utilizing learning sheets 

in their field trips. 

The main conclusions in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sign of the museum learning sheets: to encourage the audiences to use them, 

the designers utilized some strategies such as overcoming obstacles in th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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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ing stories as intermediaries, providing the prizes, and designing colorful pages, cute 

puppet roles, interesting and various questions. 

2. The usage of the museum learning sheets: most children are excited when using the 

learning sheets. They tried hard to find the answers from the exhibits and the boards. 

Some children discussed the answers each other, even asked the teachers; only a few 

lack of learning attitude did not join the activities positively. 

3.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esign of the museum learning sheets and 

the teacher's implement: 

(1) To sum up, the design of the museum learning sheets in Che-Long-Pu Fault 

Gallery, Earthquake Engineering Hall, Image Galler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Hall of 

National Taiwanese Literature Museum and 921 Earthquake Museum received much 

higher praise. The learning sheets in the above museum have colored print in each page, 

appropriate and abundant content, and not too many questions. They not only suit the 

level of the students, but also collocate professional aesthetic pictures. Most of all, the 

learning effect is pretty good.    

(2)The designers of the learning sheets in NCYU Insect Museum have compiled three 

kinds of the shee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But their design is too simple, so it can not 

cause student's interest. The depth of the contents and the question types also have much 

to be promoted. 

I hope this thesis can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chools and the museums, 

filling the gaps between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making the design and the 

use of the learning sheets more perfect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let the 

students become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museum, learning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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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為因應國家發展的需求以及社會殷切的期待，教育部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教

育改革行動方案」，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學革新，以九年一貫課程之規劃

與實施為首務，期以整體提升國民之素質及國家競爭力。 

自從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對舊制的教育帶來極大的衝擊，各校可依據領

域課程目標，考量學校條件、社會資源、家長期望及學生需求等因素，研訂課程

實施計畫，教師可以自編或慎選教材及規劃精進教材，教學方式亦可協同同年段

各班與其他學習領域，搭配社團、綜合活動、校際觀摩、文化活動等方式實施（國

民教育社群網，2009），過去教師單打獨鬥的情形已不復見，學習場域也不再侷限

於教室，課程內容強調社區資源整合與終身學習。標榜地方特色的博物館，資訊

豐富多元具教育性，以實體為展現內容，成為教師們帶學生離開學校、書本，挖

掘知識寶庫的最佳場域，以體驗學校環境所無法提供的資源。  

從博物館市場經營的策略角度來看，學校在因應教育改革時所面臨的難題，

正是博物館角色轉變的良好時機，從消極地「讓觀眾來看」，蛻變為積極地「教

觀眾怎麼鑑賞」；另一方面，從活動與展示開發品質的角度思考，與學校合作，

可以獲得固定的團體觀眾來測試博物館活動與展示之成效，並且具有刺激活動與

展示規劃創意的功能。因此，博物館應該積極地開發與學校接觸、合作的管道，

而非循往例坐等學校來接觸（葉蓉樺，2004）。 

近代中外博物館愈來愈重視學校教育推廣，而中小學學生也一向是博物館的

重要觀眾群。博物館中的資訊豐富多樣，令人目不暇給，若是沒有重點、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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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很難見到具體的學習成效（Grinder, Alison and McCoy, 1985）。為了強化學

生與展示的互動，提升學生觀察力與學習成效，需要結構化的活動設計做為引

導，因此許多較具規模的博物館均有編寫學習單，供學校與一般觀眾使用。學習

單一般都是依據展示內容設計問題，引導學童觀察、誘發好奇心（左曼熹，網路

資料，2001）。一份設計良好的學習單，是學童們入寶山的利器；反之，則會影

響學習成效。那麼，學習單的設計目的、內容規劃策略與帶隊教師的使用情形是

否有落差呢？真實的情況是學生使用學習單成效良好，學習單發揮應有的功用？

還是設計者空有美意，卻與使用者格格不入呢？這個問題引發吾人深入研究的念

頭。因此本文擬自國中小學童的博物館參觀學習單切入，從學校教師觀點與博物

館館方兩個不同的角度出發，探究國中小教師使用博物館學習單的教學經驗與館

內設計研究人員的預期目標兩者的差距。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在小學擔任教師多年，一直兢兢業業，積極參加課程與教學的講座、

研習，亦藉著美學與視覺藝術研究所的進修，不斷學習，充實自我學養，希望能

為莘莘學子奠下良好基礎。但是，從自我體認及許多研究中發現：現今的教材欠

缺考量本土文化特色、學生的生活經驗，教學活動未能充分利用社區資源等（呂

佳華，2009），加上城鄉差異頗大，令人擔憂。因此本研究針對博物館的基礎推

廣教育做研究，藉由檢證參觀學習單的設計與使用現況，歸納分析，提出建言，

供教師及博物館參考，希望未來博物館在學習單的設計與學生使用上更為恰當完

善，弭平落差，對博物館的推廣教育、老師的博物館教學及學生的博物館參觀學

習有所助益。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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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以「博物館的推廣教育~探索學習單的設計訴求

與使用者經驗的差異」為題，旨在探討有關博物館學習單的相關研究，及調查分

析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與使用的落差。 

    具體而言，本論文的研究目的有下列四點： 

    （一）探討博物館學習單設計理念及預期目標。 

  （二）分析國中小教師運用博物館學習單進行校外教學的經驗面向及心得。 

  （三）歸納彙整出學習單設計者與使用者的落差。 

    （四）分析比較六大展館學習單設計及使用。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具體建議，

作為學校、博物館與教師實施博物館教育學習之參考。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深度訪談方式來蒐集資料，並進一步分析訪談內容；

接著比對設計者與使用者的深度訪談內容，以探討其落差情形；最後，歸納研究

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二、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有以下幾項： 

（一）博物館規劃學習單時考量的面向、設計理念及預期成效為何？ 

    （二）國中小教師進行博物館校外教學，對於學習單之使用情形及評價為何? 

    （三）上述兩者（館方、使用教師）的落差為何？ 

    （四）六大展廳學習單比較之優劣情形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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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館 

（一）博物館定義 

2001年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於歷

年博物館會議中對博物館定義做些許修改，其定義內容為： 

    「博物館乃為社會發展服務為宗旨之非營利性、對外開放的常設機構， 

以研究、教育及娛樂為目的，且對人類及其環境的物質見證從事蒐集、保存、

研究、傳播及展覽。」（周靜儀，2003） 

    大英國協 (United Kingdom) 的博物館協會 (The Museum Association) 對博物

館的定義為：  

「博物館讓民眾能藉由探索收藏品受啟迪、學習和娛樂。是一個收集、

維護藏品，並使得人們能親近使用其代社會保存之藝術品及標本的機構。」

（Museums Association，2002） 

此外，美國博物館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AAM) 為「博物館」

定義如下：  

「一個永久性的非營利組織，以教育或美學為主要存在的目的，配置

專業職員，擁有並利用實體物件保存，並定期為公眾開放。」（Burcaw,1997） 

潘明珠與許興望（2001）在「博物館推廣活動績效評估之研究」文中列舉國

際知名博物館組織及學者對博物館所定義之言論重點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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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世界各博物館組織及學者對博物館的定義 

組織/學者 出   處 定            義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1974） 

 

國際博物館的

宗旨與組織 

 

♦ 博物館應為一非營利的永久性機構。 

♦ 致力於蒐集、保存、研究、傳播、展示工作。 

♦ 其功能在於研究、教育、娛樂和探討人與環境的物質證 

  據(material evidence)，開放給社會大眾，完成服務社會、 

  促進社會發展的責任。           

美國博物館協會

(AAM) 

（1978） 

AAM 1978博物

館評鑑專業準

則 

♦ 一個有組織永久的、非營利的機構。 

♦ 以教育或美學的目的而存在。 

 ♦ 配置有專業職員，它擁有並利用實體的物件，負責照護 

並定期對大眾開放。 

漢寶德教授(曾

任博物館學會會

長)  （1995） 

 

我國博物館經

營管理之探討

（林政弘、張沛

華，1995） 

♦ 專為服務社會和促進社會發展而設置的非營利性永久機

構。 

♦ 提供社會一個研究、教育和娛樂的場所，並從事蒐集、保

藏、研究、傳播及展覽有關人類及生活空間中的各種事物。 

教育部博物館法

草案（2001） 

 

博物館法草案

第三條 

♦ 從事文化與自然之原物、標本、模型、文件、資料之蒐集、

保存、研究、展示，並對外開放以提供民眾學術研究、教

育或休閒之固定永久而非營利之教育文化機構。 

 （資料來源：整理自潘明珠、許興望，博物館推廣活動績效評估之研究，2001） 

本研究依據上述之各項定義，茲歸納出博物館應具備下列之特色： 

1. 博物館為一個非營利的永久教育文化機構。 

2. 博物館必需從事文化與自然之原物、標本、模型、文件、資料之蒐集、保

存、研究、傳播及展覽。 

3. 博物館以提供民眾學術研究、教育及休閒娛樂為目的。 

4. 博物館配置有專業職員，負責照護並定期對大眾開放，以服務社會、促進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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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一般博物館均具有四大基本功能：蒐藏、研究、展示、教育，所司部門也各

有專責，最終莫不以服務大眾為目標、以「教育服務」為主要性質，因此，博物

館的一切活動均可歸屬為「教育活動」，而整個博物館其實就是一座教育機構（李

坤燕，2002）， 有賴更多教師與學生的充分運用，以達到教育的功能。 

與學校教育相比，博物館教育具有許多的特色，諸如：適合全民學習、無年

齡及學習時間的限制、沒有課程標準、強調自發性學習、多元化的知識傳播途徑

及動態個別化的學習等等。從這些特點來看，博物館可提供學生們在制式學習之

外極佳的個別學習機會。從需求與供給兩個層面來看，教師需要多元教材，而科

學博物館具有可供應用的資源，兩者應可充分合作，讓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提升，

也讓學生的學習更有效。因此國內外博物館的教育部門，常與學校教師合作發展

各式配合學校課程的教材，提供學校教師免費使用，甚至辦理各式教師研習課

程，進行推廣讓教師充分認識博物館的教育資源，並進而積極運用博物館作為輔

助正式課程的教學場域（張美珍，2009），以達到雙贏的成效。 

博物館依其性質、定位，規劃設計不同的教育活動模式與教育內容。劉婉珍

在其所著「美術館教育理念與實務分析」一書中，將北美的博物館與學校合作的

方式，歸納出六種型態的館校合作，分別是：「提供者」與「接受者」、「博物

館主導」、「學校主導」、社區博物館學校、博物館附屬學校、第三仲介者（劉

婉珍，2002），在臺灣較常實施的型態為第一、第二及第三類型。 

二、學習單 

學習單：又稱為活動單、學習卡、學習手冊、導覽手冊及親子手冊等；在國

外也有許多不同的名稱（如 learning sheet, activity sheet, worksheets, study sheet, 

study guide, gallery guide, family guide and family self-guide 等）。王邦珍在「美術館

學習單內容設計分析與使用行為之初探」中將學習單定義為：觀眾與博物館展示

 6



溝通的媒介，具有自我導覽效用；藉由邏輯性和目的性的問題設計出任務，引導

使用者掌握重點的參觀和學習，期望能激發使用者對展品的探索樂趣（王邦珍，

2002）。 

張淵舜整理各家學者對於學習單的定義、特質、共同特性，以及學校和博物

館對學習單的看法，筆者將其有關博物館學習單的部分節錄如表 1-3-2。 

表 1-3-2：學習單的定義與說明 

作 者 學  習  單  的 定  義  與  說  明 

 楊馥如 

（1996） 

學習單（worksheets）是國外學校或美術館中相當流行的一種教學方式，它

將學習重點呈現在一張 A4的紙本上，作為教學輔導或引導之用。在美術館

中它常做為欣賞作品的自我引導之用。 

 辛治寧 

（1997） 

教育學習單或活動單（worksheets or activity sheets）是博物館專為學生觀眾

引導參觀、自我學習（self-study）而設計的教育資料。 

 左曼熹 

（1999） 

博物館的學習單是供給學生使用的，但整個學習活動需要借助教師或家長的

引導。 

李坤崇 

歐慧敏 

（2000） 

學習單是教師為達成學習目標，顧及學生與家長需要、能力、態度以及資

源，激發學生自主學習而設計的作業單。 

何三本 

（2009） 

學習單是習作的另一種形式，為了使學生對學習內容能有更深一層或更具體

的瞭解而設計的另一種形式的作業。 

 蔡明輝 

（2001） 

學習單是在彌補教學內容之不足，可充實基本能力，並有加深加廣的作用，

故以開放的精神、多元的方式突破一般學習或評量的面貌呈現，來培養主動

學習的能力及態度。其內容是趣味化、生活化、遊戲化以及活動化的。 

新莊國小 

教學研究網 

（2009） 

依據教學目標，以「學習者」為本位的自主學習活動。 

  （資料來源：整理自張淵舜，美術館學習單的理念與實務---學習單企劃手冊，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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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根據上述各家學者對學習單的定義，做一統整說明： 

 1. 學習單是學校或博物館為為達成教學目標，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而設計的教

育資料，是習作的另一種形式。 

 2. 學習單的內容規劃常藉由邏輯性和目的性的問題設計關卡，以引起學童興

趣，兼具生活化、遊戲化以及活動化等特色。 

 3. 學習單的運用屬於開放式的學習方式，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力及態

度。一份設計良好的學習單能引導使用者掌握重點、深入觀察、分析與討論，並

對學習標的有更深一層或更具體的了解。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國內的博物館林林總總，有公立與私立，規模或大或小，為數不少，本研究

考量博物館尺寸各異，在分析單位上容易產生落差，加上博物館的學習單設計通

常因展示而設計而非因館而設計，鑑此本研究以博物館展示廳為分析單位。取樣

國內中南部地區之博物館中六個展示廳，包括中等規模的台南市國立臺灣文學館

及嘉義市嘉大昆蟲館，還有位於台中縣佔地大、展館規模也大的九二一地震教育

園區中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研究者服

務於雲林縣，基於地理位置、人力、時間等因素，決定以此三間博物館為研究樣

本。 

為了瞭解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理念、策略及預期目標，本研究先以博物館的

學習單設計者為深入訪談的對象。為了探求國中小教師運用博物館學習單進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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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學的經驗面向及心得，本研究再透過立意取樣1的方式每館選取兩位有運用

學習單的國小老師做深度訪談，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帶學生到國立臺灣文學館、

嘉大昆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影像

館及防災教育館做校外教學的國中小老師，以進一步探究學習單的使用經驗。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針對博物館學習單做內容及設計策略的探討及研究，除了研究者取樣

之國立臺灣文學館、嘉大昆蟲館及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

震工程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外，尚有許多大型的博物館，研發出各式各

樣的學習單，而本研究僅先針對上述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做深度訪談，訪談對象

並不普及，也因此對於他館的參觀學習單無法盡列探討。 

另外，本研究在使用者經驗部分僅以九十八學年度帶學生到國家台灣文學

館、嘉大昆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

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做校外教學的國中小老師為主，立意取樣每館選取兩位有運

用參觀學習單的國中小老師做深度訪談。無法推論於其他學年度、不同區域與不

同性質之學生、老師及其他博物館。 

由於本研究聚焦於參觀學習單，對於學生的程度、學校規模等並未加以考

量，是否學生的程度、學校規模不同，該位老師接受訪談會產生不同之結果，則

不在本研究範圍內。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 立意取樣(judgment sampling)乃研究者根據根據經驗、專業與研究目的來判斷，作為取樣的依

據。這種不按隨機取樣方式，而改循刻意、有目的性的抽樣方式，更能有效地取得研究所需的

資料，以達到研究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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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分為六章：首先說明研究的緣起，接著針對文獻做深入探討、陳述 

研究設計與實施，將訪談內容呈現並做探究，最後是結論與建議。 

第一章緒論中先說明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針對目前館校合作的背景及研究

者的動機做一說明；緊接著說明本研究目的，再依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待答問

題；次節為名詞釋義，針對本研究所出現的重要名詞做一說明；再來則為本研究

之範圍與限制，最後是章節安排。  

 第二章文獻探討主要探討的內容如下：博物館學童觀眾相關研究、博物館與 

學校教育合作之相關研究、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和國小教師運用博物館學

習單之相關研究。藉著相關文獻探討彙整出支持本研究之理論、文獻。 

第三章則就研究設計與實施做一說明，包括有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研究工

具、研究步驟及資料處理。 

第四章是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內容與討論：主要針對國立臺灣

文學館、嘉大昆蟲館和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

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的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內容做分析研究與討論。 

第五章是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使用教師訪談內容與討論：主要針對國立臺

灣文學館、嘉大昆蟲館和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

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的學習單使用教師訪談內容做分析研究與討論。最後

一章則根據研究結果寫成結論及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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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國內外研究博物館的學者不約而同指出國中小學童是博物館參觀重要的觀眾

群之一，輔助學校教育推廣更是近代中外博物館的共同宗旨之一。本文主要針對

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使用情況做研究並比對其落差情形，訪談對象為博物館學

習單設計者及使用學習單作校外教學之國中小教師，因此，本章首先分析國中小

學童博物館的參觀經驗，了解參觀博物館對學童的意義及學習的幫助，以及博物

館應依學童的發展與學習特性設計規畫適當之教育活動；其次從博物館與學校教

育合作之相關研究中得知：館校合作最常運用三種互動模式進行，以提供學生多

元化的學習經驗；接著探討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深入發掘館方專業人員編

寫學習單的設計規劃方向、學習單主題內容編排之優缺點與參觀者的使用行為；

最後聚焦在學校教師運用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學者建議博物館學習單規畫

者應和教師合作，及學校教師利用學習單進行博物館教學的助益。 

綜上所述，本章內容分為博物館國中小學童觀眾參觀經驗之分析、博物館與

學校教育合作之相關研究、博物館參觀學習單之相關研究以及國小教師運用博物

館參觀學習單之相關研究，加以探討。 

 

第一節 國中小學童博物館參觀經驗之分析 

 

目前臺灣的公私立博物館，規模或大或小總數不少，但是一般社會大眾顯然

未能充分利用博物館，也不懂得怎麼去參觀。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認為，參觀博

物館的文化消費活動，出身家庭背景與階級會影響民眾的「參與力」，而就法國

的例子，Bourdieu表示，學校教育難以突破或改變個人因家庭教養所帶來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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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味，但是學校教育尚有加強及提供個人接觸藝術與文化知識之機會的影響

力（Bourdieu & Darbel, 1991）。 

在博物館兒童觀眾研究方面，學者Piscitelli與Anderson（2001）指出，國外進

行博物館觀眾研究行之有年，但關於兒童的博物館經驗相關研究卻非常有限，同

時對兒童這方面經驗的了解與評論也相當少量的；令人意外的是兒童觀眾被包含

在家庭觀眾的人口統計學內，是組成博物館參觀型態的重要部份。1990年代起，

學者進一步的研究調查發現，學校學生非常喜愛參觀博物館，而且能有效提升他

們對基礎科學活動的興趣與樂趣，並形成非常有意義且能夠持續的學習成效。 

依據教育心理學的研究，不同年齡層的學童有不同的學習特性，其身體、心

理、認知等隨年紀逐漸發育成長。傑森（Jensen）將博物館的觀眾分成兒童、青少

年及成人三大類型，並針對此三個年齡層的發展與學習特性，對應博物館的教育

活動及所呈現的意義加以探討，茲節錄兒童及青少年部份歸納整理如表 2-1-1 所示

（Jensen, 1982；劉幸真譯，1991）。 

表 2-1-1 觀眾特性對博物館的意義 

 年齡發展特性 對博物館的意義 

 

 

兒   童  

♦ 生活經驗會限制兒童對事物的瞭解。 ♦ 允許兒童選擇一件物品進行重點

觀察，讓其支配博物館經驗。 ♦ 對於尚未經驗過的語彙會感覺混淆。

♦ 對時間概念理解不全。 

♦ 接受新訊息不斷地重新建構對世界的

新觀念。 

♦ 館內教育活動的焦點應放在兒童

感興趣的實物上，並對其提出具

體相關的一些概念。 

 
♦ 屬同儕時期，喜歡與同伴一起行動。 ♦ 博物館可以為青少年組織某種興

趣團體。 
 

♦ 視博物館為與朋友社交的場合。 
青少年 

♦ 對事物抱持實用的觀點，缺乏好奇

心。 

♦ 將活動重點置於人類的一般經驗

上教導青少年思考與認知的工具

和架構。 

(資料來源：Jensen, 1982; 劉幸真譯，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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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童博物館參觀經驗方面，沃林斯等學者(Wolins et al.,1992) 用兩年的課程

時間，針對 20 位 8-9 歲孩童校外教學的博物館參觀經驗回憶進行研究。研究結果

顯示，一個參觀團體的型態會影響孩童的回憶。Wolins 指出，在孩童的經驗中有

三個常見的因素和回憶有高度關聯。一為，孩童具有較優質的個人學習背景。其

次，博物館參觀經驗中，學生會以學校課程有關聯的事物為優先記憶的條件，尤

其是老師曾配合學生博物館經驗進行多元教學活動。最後，孩童多次或重複參觀

同一間機構，能夠喚起的參觀記憶就愈多愈完整。 

  曾瑞蓮（2008）進一步在「博物館的兒童科技教育」一文中，先以科技的實

質概念來界定科技素養的範圍，接著對照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能力

要項，並配合科技教育執行的原則與重點，來進行國小階段科技教育的探討。曾

氏認為輔助學校教育推廣是近代中外博物館的共同宗旨之一，科學博物館的重要

觀眾群涵蓋中小學學童，所以多數展示主題的內容規劃，雖以一般民眾為目標族

群，但也會將學童的參觀需求當成重要的考量，它提供的是一個不同於學校的學

習環境，不僅可以刺激想像力，使觀察力更敏銳，重新喚起或引發學童的好奇心，

感受體驗探究的樂趣，更有助於科技素養的成長。但這種理想的情況需與觀眾的

期待一致，才能發揮真實的效益。教師與學童能理解並認同博物館的形象，是決

定博物館教育功能是否彰顯的重要因素。結合科學博物館的努力和科技教師的參

與，才能使博物館發揮該有的功效，達成輔助學校科技教育推廣的教育目標。 

林泱秀（2004）在其「國小美術館參觀經驗之研究」中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問

卷調查法進行研究，研究台北縣市、台中縣市、高雄縣市的國小學童博物館參觀

經驗，研究發現目前國小學童參觀美術館普遍依賴父母或學校的帶領陪同，而且

多屬偶發性、假日休閒或校外參觀的性質；校外教學的參觀經驗方面：學校老師

缺乏介入以協助館方導覽教學的合作關係及相關延伸教學。國小學童能瞭解參觀

美術館的重要性，有積極正向的美術館參觀認知態度而且普遍滿意美術館導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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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展覽環境，較欠缺的是積極主動的行為。性別、班別、居住區域、家庭社經

背景都會影響國小學童在美術館參觀經驗的參與情形、滿意度，以及美術館參觀

情意、行動與認知態度。 

 

第二節 探討博物館與學校教育合作之相關研究 

 

Hooper-Greenhill（1996）在Improving Museum Learning一書中提出博物館學

習的幾個特質：就參觀者而言，博物館學習是對收藏品的一種反應；是經由感官、

行動並透過經驗達成；通常是情感更甚於認知。博物館的學習往往必須透過學習

者主動建構出意義，並且以學習者既有的知識和所採取的步驟為基礎，在學習過

程上是靜默的、有感覺的、無法用文字完全述說明白；需要學習者透過討論、撰

寫、表述才能得到完全的發展。Hooper－Greenhill認為博物館學習雖是個人化，

但學習卻常常發生在和團體一起參訪時；整體而言，Hooper-Greenhill表示，博物

館學習非常的多元，而形式多重，經常變更且有彈性。 

廖敦如（2005）進一步在「我的教室在博物館：英美『館校合作』推展及其

對我國的啟示」中探究英美兩國館校合作的歷史，並評析適合國情的合作型態；

繼而分析國內曾經實施的個案，以瞭解館校合作的型態，在臺灣實踐的可行性；

最後提出以下具體建議：（一）英國國家課程的制定，為館校合作帶來實質的效

益，其方式足供國內參考；（二）以「博物館主導」的型態，館方需有豐富的專

業支援，才能成為理念推動者；（三）以「學校主導」的型態，需加強教師對博

物館利用的認知；（四）以「學校為主體」的合作內涵，方能促成館校合作永續

經營。 

于瑞珍（2005）以個案研究為方法，在「科學博物館與中小學校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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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兩個案之研究」一文中探討美國的明尼蘇達科學博物館與臺灣的國立自然科

學博物館，二機構在各自的情境脈絡下，與學校之互動關係。于氏認為博物館與

學校依其擁有的資源與特色，發展出各種不同的合作模式，其最終目的無非是希

望藉此協助學校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經驗。于瑞珍透過文件分析彙整台美二個

案與學校之互動模式，並與文獻探討中所歸納出來的互動模式相互印證，發現專

業成長2、到館參觀與到校服務，是科學博物館最常運用的三種互動模式。 

張美珍（2009）進一步在「國小教師運用科學博物館實施科技教育課程探析」

一文以「歡迎你來動手」為題，論述博物館中針對國小學生科技教育的展示企劃

的原則，以建構與認知學習理論為基礎提出活動規劃的方針，並提出幾個具體作

法提供參考。張氏認為博物館可提供學生們在制式學習之外極佳的個別學習機

會。從需求與供給兩個層面來看，教師需要多元教材，而科學博物館具有可供應

用的資源，兩者應可充分合作，讓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提升，也讓學生的學習更有

效。 

依據陳文華（2004）在「台北市國小教師運用科學教育館教學資源之研究」

文中以台北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主要利用改編之「國小教師利用科教館教育

資源之現況與互動模式調查表」做為了解教師利用科教館教育活動或資源進行教

學的情況與遭遇的各個面向的困難，進而探討教師利用科教館相關教育活動或資

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意願，及可能的合作策略，進一步可提供科教館設計或修

改教育活動與資源的參考，以協助學校與科教館的互動或資訊交流，建立可行性

的合作模式，達成整合制式與非制式教育的資源。對台北市國小教師運用科學教

育館教學資源之研究，有九成以上的教師對於利用科教館教育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持肯定的態度，有四成的教師認為影響利用科教館教育發展學校課程最重要的因

                                                 
2 專業成長主要是以學校教師為對象，使其有機會熟悉博物館所擁有的資源，並與專業人員  

  建立良好的關係，便於各項資源的利用，進而有能力為學生解析博物館內的蒐藏與展示 (于  

  瑞珍，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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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來自於科教館所提供的資源或合作模式。 

周靜儀（2003）主要以文獻與內容分析、觀察與深度訪談、課程試教等進行

研究，她在「美術館推廣教育之國小課程設計研究」一文中指出，有關現階段美

術館推廣教育之國小課程方案，主要有學生課程、教師課程與教育資源三大項。

國內美術館學生課程教育內容除情意目標培養外， 更需注重視覺思維與鑑賞技

能的養成；教師課程則需加強美術館教學與設計知能之訓練；教育資源除網路的

積極開發應用外，亦需注重教案與教具之開發設計；並考慮三者間網狀結構課程

的全面發展。 

蔡素金（2004）在其「國小教師利用地方博物館資源進行課程發展之個案研

究—以台灣寺廟藝術館為例」研究中，先探討博物館教育之學習理論，及博物館

教育學習單的設計，進而進行教學實驗，所獲致之結論為：教師若能善用地方博

物館資源，可建構學生的在地化、統整化知識，讓學生由認識自己週遭的環境與

文化，了解社區中的人、事、物，進而關懷、尊重、欣賞不同的文化。學校教師

與博物館教育人員在教學前，就教學內容、活動規劃、行程安排等充分互動，學

校教師不必單打獨鬥；教學活動進行時，博物館教育人員針對學生的能力做適當

導覽，使學生能收最佳的學習效益。 

廖敦如（2004）在「學校與社區博物館合作之統整課程設計與實施」一文中

採「文獻分析」和「個案研究」法進行研究，最後並歸納出以下結論：（一）館

校合作的型態未來將成為藝術教育範疇的新典範、（二）館校合作中博物館的資

源將可發展跨學科的統整課程、（三）社區中的博物館可以提供一個實踐合作及

發展教學模式的場域；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進一步提出三點的建議：（一）博物

館團隊應主動探索學校課程、（二）學校方面需要行政團隊的支持與配合、（三）

教師的專業認知將主導館校合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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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博物館學習單之相關研究 

 

卓翠香（2003）以文獻探討法、內容分析法及訪談法研究「美術館學習單內

容分析與藝術鑑賞教育之關聯性」。在學習單的實務方面，根據卓翠香訪談的結

果，發現美術館專業人員對於學習單方面，都希望能夠朝向具有啟發性、互動性、

活潑化、多元化的方向編寫，並能夠引導開放性的學習，培養觀察力、思考力，

以及創造力，並透過這些藝術鑑賞的過程，建立自己的思考方式與觀念。 

曾瑞蓮（2008）在「博物館的兒童科技教育」文中推薦日本未來館所提供的

工作單(即學習單)，她認為非常值得使用，這份工作單所強調的是參觀紀錄，內容

包含三階段：「厲害！發現」聽完展品解說或參觀完展廳後，學生紀錄個人覺得

厲害的展品。「做對話，總結！」紀錄與現場解說員的對話，或因操作和觀察而

產生的問題。「發表」依據自行紀錄的工作單內容與現場發現的問題探究，進行

三分鐘的心得簡報。這些過程皆在教師與現場人員的協助下進行。未來館相當鼓

勵學生在完成參觀後，回學校繼續進行延伸性的發展，學生會將參觀成果做成海

報或以發行報紙等方式紀錄、分享成果。 

王邦珍（2002）在「美術館學習單內容設計分析與使用行為之初探」研究中

以現象探討的方式，針對台灣美術館學習單的規劃過程、內容設計和使用狀況進行

探究。結果顯示：國內美術館學習單的主題普遍過於龐雜，缺乏「少即是多」的設

計概念；版本分類，多以年齡為考量依據，鮮少針對民眾結伴參觀的特性而設

計；而內容安排則多屬分離結構3，缺乏顯著的層次。個案研究結果顯示：觀眾對

學習單使用呈現高滿意度，但使用行為反應卻與規劃者的期待不相符，而學習單

的內容設計、擺放位置、使用環境、結伴參觀對象和回饋機制等因素皆會影響學

                                                 
3 分離結構：係指教材內容彼此是否呈現分散或不相關之現象；教材的前後次序並不重要。例如： 

  學習單中單元與單元或問題與問題之間彼此獨立，無先後次序排列之問題。（王邦珍，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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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單的使用行為。 

 

第四節 國小教師運用博物館參觀學習單之相關研究 

 

左曼熹（2001）依據多年在博物館中與學校教師合作之實務經驗與觀察，在

「博物館參觀教學與展示參觀活動單－以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經驗為例」一文

中，試圖探討「教師如何運用博物館展示，引導學生進行較深入、有趣又有探究

性的學習活動？」。除於文中分析教師在規劃設計博物館參觀教學常出現的問

題，並以此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左氏認為博物館仍有必要與師資培育者及學校

教師合作，發展並收集一些較佳的範例包括展示參觀活動單與教學活動設計，提

供給教師參考與使用。幫助教師在開始利用博物館進行教學時，減省精熟展示內

容與設計問題的功夫，而將重點放在引發學生興趣、培養觀察力、增加探究性等

方面。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副研究員張美珍（2009）在「國小教師運用科學博物館

實施科技教育課程探析」文中提出科學博物館是實施科技教育活動的極佳場域，

再加上博物館與教師合作設計出的活動方案與活動指引，更能適切的展現其與學

校課程內容搭配的特性。從課程統整的角度來看，在博物館內實施科技教育活動

應可納入藝術與人文、社會文化與歷史等課程，讓學生分別從社會、文化、科技

發展與藝術創作等各個面向討論博物館展示的物件，而後再延伸「創意與製作」

的動手做課程，讓小學生們真正從多元且更寬廣的面向看待科技發明。 

 

第五節 綜合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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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在孩童博物館參觀經驗研究調查中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固然會影響學童

博物館參觀之參與情形，但是學校的影響力亦不可小覷；在 8-9 歲孩童的校外教學

博物館參觀經驗中，會以與學校課程有關聯的事物為優先記憶的條件，尤其是老

師曾配合學生博物館經驗進行多元教學活動。而科學博物館多數展示主題的的內

容規劃，也會將學童的參觀需求當成重要的考量，並依學童的發展與學習特性設

計規畫適當之教育活動，因為中小學學童是重要的觀眾群。學者指出參觀博物館

的確能有效提升學童對基礎科學的興趣，並形成有意義且持續之學習成效。 

    在館校合作之相關研究方面：理論上，教師需要多元教材，而博物館具有可

供應用的資源，兩者應充分合作，使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提升，也讓學生的學習更

有效；實務上，要促成館校合作永續經營，館校必須再做一些努力，博物館團隊

應主動探索學校課程、學校方面需要行政團隊的支持與配合，教師的專業認知將

主導館校合作的發展。在館校合作的互動模式中，最常運用的有專業成長、到館

參觀與到校服務三種，其中又以校外教學的方式到館參觀，師生最能完整體驗博

物館的學習資源。學校教師與博物館教育人員在做博物館教學前，應就教學內

容、活動規劃、行程安排等充分溝通，安排妥當；在教學活動進行時，館方教育

人員若能針對學生的能力做適度導覽，能使學生獲致最佳學習成效。 

在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方面：雖然館方（台北市立美術館、台北當代藝

術館、高雄市立美術館、國立台灣美術館、國立故宮博物院以及國立歷史博物館）

專業人員在設計規劃學習單時，希望能夠朝向具有啟發性、互動性、多元活潑的

方向編寫，並能夠引導開放性的學習，培養學習單使用者觀察力、思考力以及創

造力（卓翠香，2003）；然而另一個研究卻指出國內美術館（台北市立美術館、

國立台灣美術館、高雄市立美術館以及國立歷史博物館）學習單的主題普遍過於

龐雜，未能做重點式的規畫，版本分類多以年齡為考量依據，鮮少針對民眾結伴

參觀的特性而設計，而且內容安排缺乏連貫性。針對高雄市立美術館｢布拉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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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術慕夏特展學習單｣個案研究結果顯示：學習單的內容設計、擺放位置、使

用環境、結伴參觀對象和回饋機制等因素皆會影響學習單的使用行為（王邦珍，

2002）。  在學校教師運用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方面：學者建議博物館學

習單規畫者應和學校教師合作，方能恰如其分的搭配學校課程內容，發展並收集

參觀學習單、教學活動設計與活動指引；學校教師進行博物館教學時應善用館方

學習單以減省設計問題的功夫，而將心力放在引發學生興趣、培養觀察力、增加

探究性等。 

然而，上述文獻並非針對探索參觀學習單的設計訴求與使用者經驗的差異， 

以致於無法得知參觀學習單的設計與使用的落差，本文擬由此處著手，以國家台

灣文學館、嘉大昆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

育館、防災教育館、及影像館為例證，博物館設計規劃學習單的研究人員與運用

學習單帶學生做戶外教學的國中小教師為實證研究對象，詳加探討此六個展廳的

學習單的設計者所預期目標與教師運用學習單的經驗面向的異同，以作為館方、

學校教師及後續學術研究的參考與借鏡。  

 

 

 

 

 

 

 

 

 

 20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文以文獻理論做為研究基礎，並據此擬定深度訪談的大綱，研究方法以深

度訪談為主，透過與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利用學習單進行教學的使用者進行深

度訪談，蒐集實證資料，以期能更深入了解參觀學習單設計規劃、使用情形，並

進一步分析學習單設計者與使用者實施現況的落差。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先以文獻理論做為研究博物館學習單的基礎，並以文

獻探討之結果，編製「博物館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者訪談大綱」及「博物

館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的使用教師訪談大綱」；接著採用深度訪談法蒐集實證資

料，深入了解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的預期目標、考量層面及使用教師經驗面向；

並佐以資料分析法，依據訪談內容比較各展館學習單設計情形、分析教師們的使

用心得，並進一步探索各展廳學習單的設計訴求與使用教師經驗的差異，此外，

還針對取樣展廳學習單的題目內容、設計與版面加以分析。 

一 、文獻探討法 

  本篇論文的文獻包括：博物館學童觀眾相關研究、博物館與學校教育合作之

相關研究、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國中小教師運用博物館學習單之相關研究

等四大類。前二者主要是館校合作部分之歸納彙整，了解博物館如何提供學生多

元化的學習經驗，以及博物館參觀經驗對學生學習的助益。後二者為有關博物館

參觀學習單的探究，深入發掘館方專業人員編寫學習單的設計規劃方向、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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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內容編排之優缺點，分析學校教師利用學習單進行博物館教學的助益，以及

博物館學習單規畫者應和教師合作、相輔相成。 

二、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的性質和目的，希望為能深入瞭解學習單設計者的觀點，了

解使用者的需求及建議。作者考量使用問卷調查法研究者易陷入主觀立場設計問

卷內容，問卷的填寫者亦受限問卷的問題及選擇內容，無法呈現受訪者的動機、

內在觀點以及經驗知識，因此，在第二階段進行的研究方法為深度訪談法，試圖

從學校教師觀點與博物館館方兩個不同的角度出發，以國立臺灣文學館、嘉大昆

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防災教育館、

影像館為主要取樣博物館，探討博物館設計研究人員的設計理念及預期目標與國

中小教師使用博物館的參觀學習單的經驗面向及使用心得，進而探析參觀學習單

設計與使用的落差，最後據以提出實務上的建議，供上述博物館參考。 

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指由受訪者與施測者就工作所需知能、工作 

職責、工作條件等進行面對面溝通討論的一種方法，以廣泛的蒐集所需要的資

料。在深度訪談的過程中，訪談者應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和引導問題，鼓勵受

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裡，針對訪談主題儘可能談論自己的意見。因此深入

訪談法除可增加資料蒐集的多元性外，更能藉此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想法與態

度。另深度訪談法亦強調透過施測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對問題重新加以釐

清，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行為認知。 

深度訪談依其特性，我們可以得知：樣本數比一般訪談而言，是較少的。深

度訪談時間較一般訪談相比，訪問時間是會比較長的，甚至可能持續數小時，且

訪談次數可能進行一次以上。深度訪談因長時間的特性，研究者通常可以得到較

詳細的資訊，並且能對於受訪者情緒、感情、價值得到比一般訪談還要深入的資

料，因為長時間的訪談，還可以觀察受訪者的非語言反應得知到其他資訊（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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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藍莘譯，1995）。深度訪談最大的優點就是能擷取深入描述事物本質的詳盡

資料。 

三、深度訪談的實施流程 

首先訪談者必須先調整自己的心態，其次則是訪談者於訪談前收集資料的準

備工夫、第三是預訪、第四是約訪，前置作業完成後，接著是訪談時要能掌控現

場氣氛、隨機應變，最後則是應能從事優質的寫作報導。茲將深度訪談的實施流

程分述如下： 

（一）調整訪談者心態方面 

在調整訪談者心態方面：一般而言，訪談者要避免介入訪談內容，也發表對

訪談的看法，這可能將造成受訪者的厭惡，且會影響到訪談的客觀性；因此，訪

談時應該要仔細的聽受訪者的論點，絕不能搶著發言。 

（二）訪談前的準備方面 

深度訪談前的準備工夫方面：在深度訪談前必須要研究調查所有國內外的文

獻，包括論文、期刊、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路等資訊，以便對訪談內容

有徹底的了解，只要事前工夫下得深，才能擬出夠深度的問題。 

（三）預訪方面 

在對採訪主題有一定程度的了解後，可以在訂定深度訪談題目之前，針對該

將訪談大綱進行預訪，而預訪對象可以是該領域的學者專家，藉此修正題目，讓

深度訪談更精彩實用。 

（四）約訪方面 

基本上，約談分為幾種方式，包括當面、傳真、電話、網路；若約訪對象為

比較熟識者，則可以採用電話、網路等方式；但是若約訪對象為比較不熟悉者，

則最好能先登門拜訪，當面約訪，或者以傳真的方式約訪，比較容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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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掌握現場氣氛方面 

依據基督教論壇報社長林意玲的經驗，深度訪談時要能掌控現場氣氛方面，

第一步最重要的傾聽、聆聽，聽到別人聽不到的聲音，聽出弦外之音。透過歸納

的問題，聽出問題有何可再追問，不要輕易滿足答案，從大問題問出小問題。 

（六）寫作優質報導方面 

優質的寫作報導方面，從讀者的興趣點切入，找到關鍵點吸引，連結段落、 

一氣呵成故事實例與引述交替運用，且溶入現場感，一環扣一環，運用實例、引

述、數據等（萬文隆，2004）。 

四、資料分析法 

    資料分析（data analysis）是指有系統地搜尋和組織實地札記、訪談逐字稿及

其他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料，以增加研究者對資料的理解，使研究者有能力向他

人呈現研究發現。「分析」包括與資料共處，組織資料，將之分解為容易處理的單

位，尋找組型，發現重要的和值得學習的，以及決定研究所要呈現的內容。（Robert 

& Sari，吳芝儀等譯，2001） 

    研究者依據博物館教育學者及專家的論點，將所蒐集到取樣博物館的學習

單，對題目內容、設計策略與版面規劃等作深入分析，以探究目前博物館推廣教

育中有關學習單部份之樣貌。 

 

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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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先藉由相關文獻資料的蒐集、閱讀，確定研究主題，接著提出研究問

題與選擇研究方法，建立研究架構，擬定研究計畫進度。 

二、第二階段 

蒐集國內外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瞭解博物館國小學童觀眾參觀經驗、館

校合作之相關研究，再探討博物館參觀學習單、學校教師運用博物館參觀學習單

之資料，加以彙整與分析，以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及設計編擬研究工具之依據。 

三、第三階段 

編製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與使用者之訪談大綱初稿，聘請專家學者、學校教

師進行訪談大綱預試及修正，增刪之後確立正式訪談大綱。 

確立正式訪談大綱及取樣博物館，先與研究對象博物館聯繫、確定訪談時間，

接著親自訪談取樣之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以了解普遍規劃者製作學習單的理念、

目的與設計策略等實際作業情形，訪談結束後，請館方提供九十八學年度曾到該

館做校外教學並使用學習單的學校教師名單；學習單使用教師方面：立意取樣以

電話徵詢使用教師接受訪談意願並約定訪談時間，接著親自或以電話訪談學習單

使用者。訪談時，筆者按照訪談大綱依序提問，每個題目都請受訪者充分發表後，

再進行下一題的討論，並佐以錄音筆錄音，事後再將訪談錄音資料做成逐字稿，

以求深入地了解館內設計研究人員的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及國中小教師使用博物

館的參觀學習單的經驗面向、使用心得，並進一步分析探討兩者的實施現況及落

差。 

四、第四階段 

完成深度訪談資料的處理，進行訪談資料的分析與討論，歸納出研究結論，

並提出具體的建議，完成論文初稿之後，經指導教授評估、指點，研究者進行論

文修正調整，最後，完成研究論文的撰寫與發表。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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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 8 位以及每個展館各選取 2 名曾帶班參訪的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1，說明如

下：（參見附錄三、附錄四） 

一、博物館學習單設計者 

嘉大昆蟲館一位學習單設計、國家臺灣文學館二位學習單設計者、九二一地

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二位學習單設計者、地震工程教育館、防災教育

館及影像館各一位學習單設計者，總共有 8 位。 

二、博物館學習單使用者 

    本研究樣本在使用者的部分，深入訪談的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帶班到國立

臺灣文學館、嘉大昆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

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做校外教學的國中小老師，透過立意取樣的方式每

展館選取 2 位有運用學習單的國中小老師做為研究對象，一共有 12 位。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法做為蒐集資料的主要方法，在訪談過程中，需要透過與

受訪者深入的對談，以獲得真實的資料。本研究考量必要的研究倫理，以謹慎的

態度做訪談，並避免損及受訪者的權益。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質的研究方法，以深度訪談設計作資料的蒐集，所使用之研究工

具以研究者參酌相關文獻自編之「博物館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者訪談大綱」 

                                                 
1 筆者到各展廳訪問學習單設計者後，向館方詢問新近曾帶班參訪的國民小學名單，以時間點最 

  近者為主要取樣對象，經徵詢該教師若有意願受訪，始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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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見附錄一）及「博物館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的使用教師訪談大綱」（參見附錄

二）。茲將問卷編製過程與問卷內容分述如下： 

一、編擬訪談大綱初稿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係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參酌相關文獻，考量研究涉及層 

面之後編制而成。本研究訪談大綱主要分為兩大項，分別針對博物館學習單設計

人員及運用博物館的學習單的學校教師： 

（一）訪談博物館學習單設計研究人員的內容，主要分成兩部分：首先是博物館

及學習單設計者的基本資料，目的在了解博物館展覽的性質、基礎教育活動的目

標及型態，是否有專人負責設計學習單等；接著，要獲知學習單設計研究者的設

計理念、編寫策略及預期目標。 

（二）針對運用博物館學習單的學校教師進行深入訪談，目的在蒐集下列資料：

學校教師對學習單設計、內容之看法，學生使用狀況及學習成效。 

二、修正訪談大綱 

「博物館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大綱」及「博物館的基礎推廣

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大綱」乃研究者參酌相關文獻編定而成，並經指導教授

與曾利用學習單帶學生參訪博物館二位學校教師鑑定試題，就內容、題意、用詞、

認知層次等方面給予建議，研究者據此對本訪談大綱做適當的修正如下表 3-4-1。 

表 3-4-1 訪談題目建議修改一覽表 

訪 談 題 目 建 議 修 改 一 覽 表 

學習單設計者

基本資料 

修改前：3.請問貴館負責教育部門的員工有哪些？各有幾位？ 

修改後：3.請問貴館負責教育部門的編制為何？是否有專人負責設計參觀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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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2.請問您在此參觀學習單內容規劃設計上運用哪些策略？有無系列

性或持續性的內容編寫計畫？ 

修改後：2.請問您在此參觀學習單內容規劃設計上運用哪些策略？是否考慮

到學生的興趣？有無系列性或持續性的內容編寫計畫？ 

修改前：3.請問貴館之參觀學習單有依照年級設計不同程度的內容嗎？此學

習單目標觀眾設定的年級為何？ 

修改後：3.請問貴館之參觀學習單有依照低、中、高年級設計不同程度的內

容嗎？此學習單目標觀眾設定的年級為何？ 

博物館學習單

設計者訪談題目 

修改前：4.此參觀學習單的內容是否與學校美勞課程或其他課程作整合？ 

修改中：4.此參觀學習單在內容是否有融入學校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或其他

學習領域？ 

修改後：4.此參觀學習單在內容是否有融入學校某一學習領域課程？ 

刪  題：6.是否有搭配行銷的推廣機制 

修改前：1.您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生，參觀博物館是否需要學習 

單？學習單對他們有什麼幫助？ 

修改後：1.您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生，利用學習單參觀博物館對 

他們有什麼幫助？ 

併題前：2.您認為學習單內容的深度與份量是否恰當？ 

博物館學習單

使用者訪談題目 

併題前：3.您認為學習單整體內容的安排是否合宜？有需改善調整之處嗎？ 

併題後：2.您對於此學習單內容的：(一)深度(二)份量(三)版面的安排規劃有

何看法？合宜嗎？需要改善調整之處為何？ 

修改前：4.學生對參觀學習單所提供的題目是否感興趣？他們投入的程度如

何？ 

修改後：3.學生對參觀學習單所提供的題目感興趣嗎？他們參觀時所表現出

來的態度為何？您如何評估？ 

修改前：5.使用此參觀學習單能達成您預定之教學目標比率為何？ 

修改後：5.使用此參觀學習單達成您預定之教學目標的情形為何？您如何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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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題：3.此參觀學習單在內容上是否能融入學校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課程

或其他課程？ 

 

三、信度與效度的評估 

1. 請問貴館主要的收藏品有哪些？展覽的性質為何？ 

  博物館基本資料：   

第一部分：博物館及學習單設計者基本資料     

（一）博物館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者訪談題目： 

訪談大綱初稿經專家學者建議修正，編寫成正式訪談大綱。針對訪談對象博

物館學習單的設計者與學習單的使用者各有幾個題目如下： 

四、正式訪談大綱 

信度是指測量產生一致結果的程度。在訪談大綱的信度方面，因為本研究每

個展廳訪談兩位教師，在不同的日期實施，但獲致類似的結果，故具有信度；至

於效度則是指測量能與研究者所想測量相符合的程度。在效度方面，本研究所使

用之工具以筆者參酌相關文獻並徵詢大學教授及第一線教師的意見與看法編製而

成的「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者訪談大綱」及「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的

設計者訪談大綱」，有涉及學習單的設計與規劃各五個題目，已頗為周全，故應

具有效度。 

2. 請問貴館基礎教育活動的目標為何？有哪些型態？ 

3. 請問貴館負責教育部門的編制為何？是否有專人負責設計學習單？ 

  學習單設計者資料： 

1. 請問您在貴館中曾經擔任哪些職務？現任的職務為何？ 

2. 請問您參與過國民小學的教學活動嗎？若是有，請問您負責哪些部分的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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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者訪談題目 

1. 請問設計此學習單的目的為何？希望能達成哪些目標？ 

2. 請問貴館之學習單有依照低、中、高年級設計不同程度的內容嗎？此學習 

   單目標觀眾設定的年級為何？ 

3. 請問您在此學習單內容規劃設計上運用哪些策略？是否考慮到學生   

   的興趣？有無系列性或持續性的內容編寫計畫？   

4. 此學習單的內容是否有融入學校某一學習領域課程？ 

5. 您在設計學習單內容時是否有學校教師提供編寫建議？你們討論的 

    模式為何？ 

（二）博物館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的使用者訪談題目： 

1. 您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生，利用學習單參觀博物館對他們有什麼幫助？ 

2. 您對於此學習單內容的：（１）深度（２）份量（３）版面的安排規劃有 

   何看法？合宜嗎？需要改善調整之處為何？ 

3. 學生對學習單所提供的題目感興趣嗎？他們參觀時所表現出來的態度為 

   何？您如何評估？ 

4. 此學習單在內容上是否能融入學校某一學習領域課程？ 

5. 使用此學習單達成您預定之教學目標的情形為何？您如何評估？ 

 

第五節 資料分析與處理 

 

進行完深度訪談後，就所蒐集的訪談錄音電子檔資料，仔細整理逐字稿，此

時必須仔細的撰寫，除了要刪除贅言、明顯的錯誤之外，更重要的是忠於受訪者

的原意；接下來以描述、分析、詮釋等方向分析資料。 

 31



資料的處理方式 

（一）分析 

本文透過整理逐字稿資料並反覆閱讀，以求得資料的正確性。陳伯璋認為質

性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分析是持續進行的（陳伯璋，1989）。作者在訪談的錄音語料

中，不斷反複地聆聽，也不斷的反省且自問，在訪談過程中是否有疏漏或無法深

入核心的問題，對於整理出的語料再三地閱讀並註記重點，以了解資料中的性質

與面向真正意義 （Strauss & Corbin，徐宗國譯，1997）。研究者在蒐集資料的過程

中，將持續檢核資料並建立架構，再一一分類歸納，整理後請同儕校閱資料，自

我亦持續反思驗證，以加強研究資料的可靠性。 

（二）詮釋 

所謂詮釋是指對研究中找到的資料加以解釋，得出結論，進行推理，建立關

係，連接意義，排列順序，處理對立的解釋（Patton，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

本文在詮釋資料時，將以客觀的立場來歸納統整，避免加入主觀的意見來闡述受

訪者的談話內容而導致詮釋的偏差。 

綜上所述，本研究把深度訪談所得之資料，逐一分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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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物館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內容分析 

 

本章針對研究標的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者訪談內容進行整理，並分

為學習單設計目的、學習單設計策略、學習單的發展策略三個面向針對六個展館

所製作的學習單分節進行分析，每節先簡述博物館的背景資訊。文中的學習單設

計目標著眼在學習單設計者編寫該學習單的目的與預期目標並探討博物館推廣教

育活動的大目標及型態；學習單設計策略則著重在學習單使用者的年齡層、興趣

考量、是否融入學校課程的探討；而學習單的發展策略則希望探索設計者諮詢專

家學者的情形及其未來的編寫計劃。 

 

第一節  國立臺灣文學館 

 

國立臺灣文學館為我國第一座國家級的文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文學館），於

2003年10月17日正式開館營運。它蒐藏、保存了從早期原住民、荷西、明鄭、清

領、日治、民國以來，世代更迭，族群交融，大量、珍貴的文學作品與資產，共

十餘萬件，除可供研究外，更透過展覽、活動、推廣教育等方式，使文學親近民

眾，帶動文化發展。（國立臺灣文學館，網站資料，2010） 

文學館館舍是一座擁有百年歷史的國定古蹟，前身為日治時期台南州廳，屬

西洋歷史式樣，落成於1916年。因經歷不同單位與不同時期使用，致使本建築許

多構造因戰爭或年久失修而毀損，自1997年開始進行修復整建工程，至2003年修

築成為地上二層、地下三層之建築，面貌煥然一新，將文學、文化、建築與歷史

結合，成為近年來台灣古蹟修復再利用之典範。（國立臺灣文學館，網站資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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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館的空間配置共可分為八大區。 １.藝文大廳：雅緻的陳設，用以迎接文

學館的訪客、貴賓； 2.演講廳：提供常態性活動如小型藝文講座、電影放映等活

動使用； 3.文學圖書室：藏書及期刊以台灣文學、台灣史地類為主； 4.國際會議

廳：提供舉辦文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並作為特定主題座談、國際文化交流之用； 5.

兒童文學書房：為常態性開放的兒童文學閱覽區，並辦理教育推廣活動，它的空

間設計活潑、舒適，收藏有豐富童書繪本、少年小說等，提供小朋友接觸文學、

閱讀文學的機會與樂趣； 6.文學體驗室為一多功能的活動空間，舉辦說故事活

動、體驗式劇場活動展演、小型藝文講座、電影欣賞等動態活動使用。 7.展示室

共有五間：展示室A為常設展：「舊建築新生命」，展示室B也是常設展：「台灣文

學的發展」。展示室C現在展出：「意志的演員──影帝歐威特展」（2009/12/25- 

2010/02/28 ）。 展 示 室 D 目 前 展 覽 ： 書 本 上 的 珍 寶 － 「 台 日 藏 書 票 特 展 」

（2010/04/02-2010/06/06）。展示室E目前展覽：灌溉文學的花園系列「寫作台上

的大千世界：作家珍寶捐贈展」(2010/02/02-2010/04/25)。 8.文學光廊：位於展室

外的走廊上，陳列著歷代文人結社與重要作家之照片，形成一道「時光走廊，文

學素顏」5。接著，整理國立臺灣文學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如下6：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標：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的與預期目標 

文學館的學習手冊7是根據展廳的常設展－「臺灣文學的發展」8所設計的，「它

                                                 
5 筆者整理自國立臺灣文學館網站資料。 
6 筆者於 99 年 2 月 8 日在國立臺灣文學館對專案助理杜老師與館員吳小姐進行訪談。 
7 詳見附錄五：國立臺灣文學館學習手冊「臺灣文學的發展」 
8 「臺灣文學的發展」共分為八個展區。首先介紹臺灣文學中的兩大主要意象：「牛」和「鐵枝路」，

再以聲音表現臺灣的多元語言特質。接著透過文學對映臺灣特殊的歷史情境與共同記憶，並以

實體文物，再現作家昔日的書房樣貌與生活地圖。最後整理世界各地文學的傳入對臺灣文學的

影響，且回顧臺灣文學之正名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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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編排主要是跟著此常設展的 

空間順序的去做鋪陳」，目的是希 

望透過學習手冊呈現展覽所要傳達 

的訊息。 

因為常設展展覽的時間非常長 

，透過學習手冊可以增加小朋友的 

注意力、讓來參觀的一般民眾了解 

學習焦點的所在，導覽解說員也可 

以此當做腳本，「當我把這本學習 

手冊講解完之後，基本上，參訪的 

民眾對台灣文學就有個基礎的了解 

、也知道在這邊他可以看到什麼，    圖 4-1-1 國立臺灣文學館的學習手冊－「臺灣 

，甚至未來怎麼利用文學館。」              文學的發展」封面 

（二）推廣教育活動的目標及型態 

    國立台灣文學館經常會配合展覽推出一些推廣教育活動，主要的目的就是希

望大家多來認識那些展覽，推廣教育活動的型態很多，例如：導覽、說故事、學

習單、講座類的演講或是展演類的藝術歌唱音樂，還有動手做或是體驗式的活

動，「也會找作家到校園做專題演講等，例如前年館方跟台南一中合作，『我的

教室在文學館』，我們幫他們請到吳慎、黃春明等作家做演講，台南ㄧ中也把學

生從教室帶到這裡來。」 

「此外，我們有一個兒童書房，平時會搭配一些活動、說故事，館方有大約

26 位說故事志工，類似於學校的故事媽媽，我們會在兒童書房裡去營造那

個氛圍，用兒童繪本去說故事，基本上，放寒暑假時人最多，都爆滿。」 

「前年 10 月本館為台南市的高國中小學的校長辦理一個研習，作了兩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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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來了，學童自然就會來。本館也非常歡迎國小老師的做週三下午半天的

研習，我們可以為他們做一個文學館的資源的介紹，教導他們如何利用，我

覺得這還蠻好的，老師來了解後會覺得參觀本館可以增加學生的知能方面的

學習，他們就會安排時間過來，我們會做導覽安排，無形之中也增加國小學

童對本館的利用。」   

    文學館真的很用心，雖然是公部門，卻某種程度具備了私人機構的衝勁，對

教育的推廣不遺餘力。館方也曾去跟市政府的教育處接洽，希望台南市國小學童

的生態探訪之旅也加入古蹟的教育，結果去年的 3、4 月，台南市的行政單位就

決定小學高年級看生態，中年級安排文化探訪之旅，去文學館、氣象博物館、孔

廟等。目前閉館時間館方主動爭取從下午五點延長至夜間九點，而且在沒有額外

的經費補助之下，足足增加了半天的營運，以利民眾充分利用，令人十分感動佩

服。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 

（一）目標觀眾設定與使用者分級內容 

文學館這本學習手冊是適用於國小高年級的學生，也是館內唯一的一本，「之

所以會選擇這個年段，是因為他們會有校外教學，理解力也比較好。」學習手冊

的設計者剛開始規劃此學習手冊時，對學校的學習不甚了解，所以先以國小五六

年級為對象，著手進行設計，希望小朋友在參觀文學館的時候，人手一本學習手

冊，「透過導覽志工的引導，比較聚焦的去認識主題展『台灣文學的發展』的重

點。」 

（二）使用者可能興趣的考量 

剛開始策劃學習手冊時，是先經過小組開會討論，每一個不同的單元都會找

好幾個主題，再做篩選，首先刪除太深的，再找出比較適合五六年級的小朋友的

內容，「把有趣的、有代表性的單元放進去，接著探討這個重點是要用問答題還

是用圖片來呈現，才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它編排的流程，是沿著展廳的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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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看完了就是要坐火車，火車看完了就是聽聲音，聲音聽完了就是要渡過黑水 

溝了」。 

   

  

 

 

圖 4-1-2 國立臺灣文學館的學習手冊－「臺灣文學的發展」內頁（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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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設計的策略就是要請小朋友根據學習手冊上面的題目去觀察展品」，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觀察引起他們的興趣。若能透過導覽志工的解說，引導參訪者

到學習單上所提到的展品及題目，會事半功倍，「因為展示品的內容很多，要找

到題目及答案並不容易。」 

（三）與學校教育的關聯性 

「學習手冊設計時並沒有刻意與學校教育做連結。」但是展示內容與語文、

藝術與人文這兩個學習領域有某些環節可以做結合，學生若能利用學習手冊參觀

國立文學館會有更多的收穫，是加深加廣的學習活動。 

三、學習單的發展策略： 

（一）諮詢專家學者的情形  

學習手冊設計好之後，會與館內的導覽志工討論。「有一位導覽志工在小學

擔任五六年級的老師，他在題目敘述上提供了一些寶貴意見，把文字修飾成小孩

子容易接受的方式」，其他有些國小國中高中的國文老師、歷史老師退休的導覽

志工，也會提出他們的看法，修修改改後，再告知美編大概是以什麼樣的方向去

設計插圖，最後才定稿。設計者認為「當時並沒有考慮得十分周延、詳盡，不免

流於主觀。」 

雖然沒有徵詢專家學者的意見，但負責主編的吳小姐本身有豐盈的文學素

養，又有文學碩士的學歷，編輯內容頗受好評。 

（二）系列性、持續性的編寫計畫 

這本學習手冊是在二零零七年的年底出版的，也是館內第一本學習單，有一

點實驗的性質，不知道小朋友在使用上的難易程度如何？「若是適合用於五六年

級，以後可能會有往上編還是往下編的計畫。」此學習手冊已使用兩年多了，因

為設計者後來沒有繼續負責這個業務，館內也沒有專門負責設計學習單這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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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所以也就沒有持續的編寫計畫。 

因為此學習手冊已兩年多未更新，這是很可惜的，雖然第一本學習手冊內容

很豐富，圖文也很精美，但是若已使用過學習手冊的學童再度回到文學館參觀

時，可能會覺得此學習手冊沒有新意，不願意使用。（建議館方再接再厲，可針

對另一個常設展或其他主題，持續編寫新的學習手冊，以利學童參觀運用。） 

（三）學習單的更新計畫 

「今年寒假有一個在台南女中任教的志工，她做了一本適用於高一跟高二學

生的文學館學習手冊，全部 52 頁，其中最後面 8 頁是延伸學習，這是她們

今年寒假唯一的作業，當時每天都很多台南女中的學生來這裡找資料。」 

根據設計者（也是導覽員）所做的觀眾群統計，所有的年齡層、職業別裡面，

國中生的參觀者是最少的，高中生還不少，小學生最多。他很納悶，「國中生為

什麼都不來？是因為課業壓力嗎?高中生的課業不比國中生輕，那麼為什麼高中

生會來，而國中生不來？」館方有在考慮把台南女中張老師設計的學習手冊刪減

一些比較難的，再依國中課本加入一些國中的元素，做成國中版，希望可以藉此

吸引一些就讀國中年紀的族群，入館參觀，親近文學。   

 

 

 

第二節  嘉大昆蟲館 

 

嘉大昆蟲館是台灣頗具規模的昆蟲博物館，它的展示可分為下列幾區：1.

台灣十八種保育類昆蟲模型 2.夢幻旋轉彩蝶柱 3.台灣昆蟲標本展示區  4.水生活

體昆蟲區  5.小巨蛋蝴蝶溫室花園  6.世界珍稀昆蟲標本區 7.台灣保育類昆蟲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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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昆蟲資源產業區  9.世界珍奇活體昆蟲展示區 10.昆蟲觸摸互動區    11.昆

蟲影片欣賞區。主要展示品有昆蟲模型、世界與台灣各地的珍稀昆蟲標本與活體

昆蟲。展覽性質有分為靜態的標本模型展示與動態活體昆蟲展示、昆蟲觸摸體驗

區，還有昆蟲影片欣賞9。 

其中夢幻旋轉彩蝶柱為世界首創的展示主題，由千餘隻蝴蝶標本組成，以雙

股螺旋方式呈現彩蝶之美。所展示的巨型台灣保育類昆蟲模型帶給人視覺上的震

撼，牠們是由義大利國寶級模型師親手打造，每一隻都是栩栩如生，令人嘆為觀

止。 蝴蝶溫室採用半球形結構玻璃溫室，提供不受天候影響的賞蝶空間。（嘉大

昆蟲館，網站資料，2010）接著，整理嘉大昆蟲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如下10： 

嘉大昆蟲館整個參觀動線是有規劃設計的，首先是模型與標本的部分，接著

是活體的水生昆蟲區、蝴蝶園，蝴蝶園是一個緩坡道，順著路向上會走到二樓，

二樓有活體昆蟲區和觸摸區，然後還可以觀賞昆蟲的影片。參觀路線安排參觀者

靜態的看完，再看動態的，「若是學童先看活體昆蟲，一定不想再看標本了」，

下樓之後還有一區展示外國的昆蟲，「走完一圈充分觀賞體驗，其實會有蠻多收

穫的。」 

   夢幻旋轉彩蝶柱相當有特色，林小姐補充說明： 

「展廳中間那個大型的彩蝶柱，裡面組合了三種不同的國家比較特殊的物

種、國際的保育類的蝴蝶標本，或許很多人會覺得很殘忍，但那是當地的蝴

蝶牧場專門飼養外銷用的。外銷的時候，因為牠是保育類的昆蟲，所以要有

許可證才能出口。我們買進來的價格也很高，一隻蝴蝶大約是台幣ㄧ千元上

下，非常的昂貴。蝴蝶的產地也因此會有外銷的收入，收入的所得就會拿來

當作復育的經費。所以雖然是保育類的蝴蝶，但是藉由這種方式生存。」 

                                                 
9 筆者整理自嘉大昆蟲館網站資料。 
10 筆者於 99 年 1 月 28 日在嘉大昆蟲館對企劃組長林小姐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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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單設計目標：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的與預期目標 

「昆蟲館的展示是包羅萬象的，內容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有特色

的，例如台灣保育類的大型昆蟲模型，一共有十八種。有些民眾對於保育類

昆蟲有誤解，例如很多人以為 

獨角仙是保育類的，但其實牠 

並不是。」 

    學習單設計者就把這些觀念出 

在題目裡面，小朋友展示看完之後 

，再加上填寫學習單的部分，印象 

會比較深刻。「昆蟲館的製作此學 

習單11的目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藉 

由填學習單更認真的學習，至少可 

以認識台灣有那些保育類昆蟲，甚 

至一年級的學童可以知道世界上最 

大的兜蟲是那一種，可以認得物種 

的外形，對物種有基礎的了解。」 

由於企劃組長林小姐是昆蟲相關科      圖 4-2-1 昆蟲館的初級學習單 

關科系碩士畢業，這些題目她覺得 

很簡單，其實一般人，不論是大人或小孩，很少有這方面的知識，例如：台灣有

哪十八種保育類昆蟲？    

                                                 
11 詳見附錄六：嘉大昆蟲館高級學習單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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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教育活動的目標及型態 

「嘉大昆蟲館主要針對昆蟲資源做教育推廣。」目前昆蟲資源在教育、觀光、

休閒遊憩中的角色日受重視，而活體昆蟲的飼養也漸漸在民間形成一股風潮。「嘉

大昆蟲館的建立希望能成為雲嘉南的昆蟲教育推廣點，藉由實體展出與解說導覽

型態，推廣昆蟲資源與生態保育等重要觀念，以達教育推廣之目的，館方更期盼

能成為新興的生態旅遊景點。」 

    企劃組長林小姐也會應邀到國小中演講，做昆蟲教育的推廣，「演講內容主

要針對昆蟲生態、分布，昆蟲的飼養方法等。」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 

（一）目標觀眾設定與使用者分級內容 

昆蟲館依照難易程度的不同， 

設計了三款學習單。幼稚園可能還 

沒有辦法填寫學習單，國小一、二 

年級以上，適用於初級的學習單， 

初級學習單有注音，它的題型包含 

了是非與連連看，比較簡單；中級 

學習單適用於三至五年級，也有注 

音，它的題型全部是選擇題；而小 

學六年級、國中生就可以填寫問答 

題了，「通常填寫完這份高級學習 

單，就可以學到蠻多有關昆蟲的知 

識。高中以上，也有自然老師帶隊   圖 4-2-2 昆蟲館的中級學習單 

來參觀的，例如嘉工的老師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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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學習單，裡面包含了很多很難的題目，讓學生自己在昆蟲館裡找答案。」 

（二）使用者可能興趣的考量   

    昆蟲館內的展示品都很有特色，除了台灣保育類動物可以在學習單上記錄以

外，「其他像是全世界最大的鍬形蟲、全世界最大的天牛、全世界最重的兜蟲等，

都是用『最』大、『最』重的物種來吸引小朋友大朋友的注意。」 

  有些小男生真的很愛活體的獨角仙、鍬形蟲等，但是整張學習單都是文字題，

恐怕無法引起小朋友的興趣，建議設計者減少題數，題型多做些變化，並帶入昆

蟲圖片，做些美工設計，若是經費許可，最好以彩色印刷。 

三、學習單發展策略： 

（一）諮詢專家學者的情形 

    昆蟲館是展覽館，所以學習單的主題、主要內容，都是圍繞在展示品上。館

內的學習單設計者將學習單編好之後，「要先請產學合作的主持人---生物資源學

系的郭教授審核，檢查是否可行，接著讓小朋友試著填寫看看，發現效果還不

錯，於是就決定採用這三份學習單引導學生學習。」 

（二）系列性、持續性的編寫計畫       

昆蟲館目前的學習單尚未有系列性的編寫。 

    學習單設計者在醞釀新的編寫計劃，「希望未來能做些不同系列的主題，像

是配合昆蟲營或主題型研習營（如保育昆蟲研習），做持續性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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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館 

 

1999 年 9 月 21 日清晨 1 時 47 分，台灣中部發生芮氏規模 7.3 的強烈地震，

造成的傷亡及財物損失為近百年來臺灣最大的地震災害之一。為提醒大眾重視防

震及救災措施，九二一地震發生後，政府及學者專家認為霧峰鄉光復國中基地中

的斷層錯動、校舍倒塌、河床隆起等地貌，在幾個候選地點中條件最好震後地貌

保存完整。 便於光復國中現址，規劃改建「地震紀念博物館」，以保存地震原

址、記錄地震史實，並提供社會大眾及學校有關地震教育之活教材，後於 2001 年

2 月 13 日正式定名為「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以彰顯其紀念及教育意義。（九

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網站資料，2010）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藉由切過校園及運動場的車籠埔斷層、毀壞教室等

921 地震遺址的保存，並透過自然科學、人文、歷史紀錄等三個面向的展示和教

育活動，希望觀眾在踏進地震園區時，能從認識地震的自然現象開始，讓觀眾瞭

解大自然的力量造成的災害及災害的起源，建立正確的防災觀念，知道如何保護

自己及幫助別人，進而體會地震與人類社會的關係，在承受巨大的自然災害後，

都能為生命和生活找到出口。（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網站資料，2010） 

園區展示包含：典藏活動斷層紀錄的「車籠埔斷層保存館」、見證 921 地震的

「地震工程教育館」、感受地震震撼的「影像館」、防患於未然的「防災教育館」

等等。（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網站資料，2010）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紀錄保存 921 地震斷層遺址的景觀，此斷層帶成鋸齒

狀延伸，主要沿著舊有車籠埔斷層重複錯動，此斷層在昔日光復國中操場造成約

2.5 公尺的錯動，屬逆衝斷層形式。展館連結現址與過去的共同記憶，透過真實地

貌及認識地球地震科學的知識，讓觀眾體現人與大自然之間和諧共處的關係。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網站資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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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籠埔斷層保存館是一個美麗的展館，它的建築設計極具獨創且新穎，以線

性構成猶如針線縫合大地傷口為概念，呈現出序列的敘事空間結構，凝聚 921 地

震事件。全館沒有樑、柱系統，以 82 根 12 公尺高、2.4 公尺寬、10 公噸重的預鑄

預力水泥板組成，整體為圓弧形，組成複雜，製造過程中，無論在表面處理、吊

裝組立或基座工程上，其特殊性及困難度均屬國內外首見。2004 年 9 月 21 日完成

後對外開放，並榮獲 2004 年遠東建築獎入圍、2004 年台灣建築獎、2006 年第三

屆 WA 中國建築首獎等獎項肯定。（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網站資料，2010）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以獨特的建築構造保存地震遺址的景觀，連結現址與過去

的共同記憶，展品內容分為五個主題：1.車籠埔斷層 2.地球科學 3.地震科學 4.照片

紀實 5.視聽區。透過真實地貌及互動式展示，讓民眾認識地震科學知識及人與自

然的和諧關係，瞭解防災觀念的重要性12。接著，整理「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如下13：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標：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的與預期目標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的學習單（如圖 4-3-1、圖 4-3-2）是針對活動主題去設計的，

不同於其他博物館的學習單很多是針對展品做設計的。 

去年斷層館的活動主軸是岩石循環（今年 4 月 1 日起推出另一活動主題）。 

「此學習單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讓小朋友認識什麼是岩石循環（原來外面看到

的石頭，它們不是單純的，它們是可以改變的），在學習單背後有一個空白

的地方，要讓小朋友把循環圖畫起來，回家還可以複習。希望小朋友能藉由

闖關活動，在展館內逗留，多認識館裡的展品，從中得到一些收獲。」（蘇

                                                 
12 筆者整理自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網站資料。 
13 筆者於 99 年 3 月 9 日在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對車籠埔斷層保存館負責人蘇先生與日文導覽員黃小

姐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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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圖 4-3-1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樣本學習單「斷層館歷險記」正面 

 

 

 

 

 

 

 

 

 

 

 

圖 4-3-2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樣本學習單「斷層館歷險記」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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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樣本學習單「天天碳險趣」正面 

（二）推廣教育活動的目標及型態 

防災觀念要從小灌輸，「所以館方活動會針對年紀小的小朋友，設計一些動

手做或是玩遊戲去帶領他們，希望防災措施能深入國小朋友的生活裡面，那麼館

方的目的就達到了。」（黃小姐）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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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觀眾設定與使用者分級內容 

「去年推出的學習單沒有分程度，稍加解釋怎麼運用就可以了，不限年齡：

『通吃』，年紀較輕的小朋友由家長帶著也可以闖關。」（蘇先生）但是館方後

來發現這種做法也有缺點，有的觀眾完全不感興趣，年紀太小的小朋友根本看不

懂，也沒辦法吸收，只有用心的家長才會一一解釋。「這張學習單並不如館方預

期得那麼容易操作，尋寶的過程時間太冗長了，雖然反應熱烈，但因為觀眾對斷

層館不熟悉，不了解動線，耗費太多人力去執行，超出館方負荷。」（蘇先生） 

新推出的學習單在設計上就有做些調整，改善那些缺點，在內容上是延續

的，只是改變操作方法，盡量讓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完成。目前的主題是溫室效

應，比較難一點，適用於國小三年級以上。這張學習單本來每個字都要注音，後

來因為版面的問題，放不進去，就做了些許的取捨、調整，沒有每個字都有注

音，若是全部都有注音的話，在年齡層上可以再往下拉。 

館方並沒有依不同程度設計不同版本的學習單。 

（二）使用者可能興趣的考量 

斷層館上次活動的學習單設計者蘇先生表示，「當初發想時是有考慮到一般

人好奇、好玩的心理，規劃時把自己當成是一個參觀者去思考：用什麼方式去做

這個活動會比較吸引我？也有參考其他人提供的意見。」（蘇先生）因為主題訂

為「斷層館歷險記｣，並以電影「魔戒」的故事為架構，所以營造出好像在探險的

感覺，讓參觀者好像在闖關，好比電影中的主角，不斷的遇到難關，要想辦法去

解決。 

「活動的設計是參觀者利用手中的學習單，把藏在斷層館的各個角落的題目

找出來，在找題目的過程中，參觀者會去看面板的介紹及展示品」（黃小姐），

當參觀者找到答案會很高興，好像尋獲寶藏一樣，覺得實在太好玩了，得到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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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語之後，把它畫出來，就可以拿來換獎品14（共有三種款式）。「它的缺點是只

適合一般的散客，團體來參觀往往無法使用學習單，有的領隊不希望團體走散，

停留時間不夠長，有時候多輛遊覽車一起抵達，人數太多了，館方沒有那麼多人

力可以配合。」（黃小姐） 

一般的學習單只有一張紙，這張學習單在製作上很別緻，是設計成藏寶圖的

樣子，它的邊邊有打洞、用繩子把捲起來的學習單綁著，這樣做耗時費力，主要

是要和學習單上的主角－地牛「天天」手上拿著的藏寶圖（捲起來的）做一個呼

應。  

「我們還做了一個小的藏寶盒，把寶物（獎品）放在藏寶盒，而不是把獎品

直接擺在桌上，當觀眾來換寶藏時，工作人員才把盒子打開取出獎品。有許

多細節都有注意到，就是為了營造那種氣氛，引起參觀者的興致。」（蘇先

生） 

斷層館的學習單不像一般的學習單只是回答問題而已，而是讓參觀者在博物

館內跑來跑去找題目，這樣的做法成效還不錯，所以今年的設計者黃小姐就延續

了上回的做法，推出第二集的活動，把故事接著鋪陳，但是在設計上有改善去年

的瑕疵，做成另外一款。「這張新的學習單，內容的呈現上有一點像是心理測驗

的方式，不需要再尋寶了，直接拿著學習單就可以使用了。」（黃小姐） 

（三）與學校教育的關聯性 

以國民小學的課程來看，去年斷層館的學習單設計以石頭為主角，可以融入

到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其中岩石循環的單元。 

今年的活動主題是「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是和環保有關的議題，也是可以融

入國中小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課程。 

                                                 
14 詳見附錄附錄八：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學習單「斷層館歷險記」獎勵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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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單發展策略：  

（一）諮詢專家學者的情形﹔ 

斷層館的學習單設計者剛開始設計規劃學習單時，「原則上，會從開會討論

出來的方向去著手，同事也會給一些意見。當時有點倉促，也沒有經驗，加上也

沒有測試，不知道成果會怎樣。」（蘇先生）有位同事的先生是國小老師，會詢

問他問句的語氣小朋友是否能理解。 

921 地震教育園區的工讀生都是幼教系的學生，設計者也會請教她們，如果以

小朋友的觀點來看學習單的話，會不會有哪邊的文字敘述不容易理解、 

不清楚或是哪邊需要修改的。 

（二）系列性、持續性的編寫計畫﹔ 

斷層館每年設計一份學習單，它們的基本架構都是延續的。 

（三）更新計畫： 

斷層館每一年推出一個活動主題，館方會針對每一個活動就設計一份新穎的

學習單。斷層館的學習單設計者很用心，不只每年推陳出新，還會延續去年的優

點，並設法改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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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地震工程教育館 

 

地震發生時，建築物的破壞與倒塌，通常會造成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因

此，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特別設置了地震工程教育館，透過地震災難原址及地震

工程相關知識的展示，期能讓觀眾瞭解構成耐震建築及安全都市的重要元素。

（地震工程教育館，網站資料，2010） 

地震工程教育館大致上可分為「展示館」與「毀壞教室保存區」兩部份。「展

示館」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協助策劃，展示內容包括：1.安全的家2.先進

樓房抗震技術3.公共安全等三大主題，主要以實驗室為規劃概念，利用互動式展

示結合科學演示，讓參觀民眾從動手操作中，獲得地震工程相關知識。此外展示

館內亦針對親子觀眾的需求設有「安全家園遊戲角」，讓小朋友和父母親一起透

過玩具及繪本，從遊戲中認識結構及力學的基本概念。「毀壞教室保存區」則保

留霧峰鄉光復國中震損校舍的原址，參觀民眾可見證強烈地震的破壞力，並可觀

察台灣地區中小學校舍建築典型的震損模式。（地震工程教育館，網站資料，2010） 

在地震工程教育館，觀眾能從中認識地震對建築結構的影響、瞭解耐震建築

的基本條件、以及先進建築結構抗震技術，透過展示，亦能增進觀眾對建築安全

的重視及並產生社會責任感。（地震工程教育館，網站資料，2010）接著，整理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地震工程教育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如下15：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標：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的與預期目標 

設計學習單16的目的，翁小姐表示「當然就是希望透過比較簡單的問題去吸引

他們注意展品，進而了解展品的內容。」 
                                                 
15 筆者於 99 年 3 月 9 日在地震工程教育館對地震工程教育館導覽員翁小姐進行訪談。 
16 詳見附錄十一：地震工程教育館樣本學習單「就是震不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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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地震工程教育館學習單「就是震不倒」外面 

（二）推廣教育活動的目標及型態 

「地震工程教育館基礎教育的活動目標就是讓大朋友小朋友透過活動，比較

容易了解到耐震建築的相關知識。」館方最近的活動是做平衡玩具，平衡玩具要

運用的就是重心跟平衡的原理，然後在「安全區」加以運用，比如說你蓋的是倒

梯形的房子，它的重心比較高，地震來的時候就比較不穩定。「本館的策略就是

透過一些小遊戲、動手做，讓小朋友了解『重心高不穩定』諸如此類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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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的動手做，就是讓小朋友用撲克牌來疊一個高樓，這個動手做要掌握的重

點就是底面積要比較大，重心也比較低，紙牌可以做裁減，也可以兩個互卡，再

應用摩擦力的原理，就可以堆疊出一棟安全的「高樓」了。三月份的動手活動就

是做「瓦力」，就是用瓦楞紙力學，讓學生做一張瓦楞紙。「像瓦楞紙這種材質，

從材料到成品，都有一些結構力學的概念，透過動手做，讓小朋友在活動的過程

中自然而然就發現這些原理。」 

學童對動手作的興致一向很高，這樣的活動真的很棒，不僅寓教於樂，還能

啟發學童的創造力。地震工程教育館真的很用心，動手做的活動主題每個月更新，

讓經常到館參觀的觀眾，每次到工程館嘗試動手做都有不一樣的體驗。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 

（一）目標觀眾設定與使用者分級內容 

地震工程教育館的學習單內容比較多建築結構的題目，一二年級的小朋友不

容易了解，三年級以上開始學到力學的觀念後，他們就比較容易懂，但是館方建

議爸爸媽媽能夠帶小朋友一起去了解，效果會更好。「像有的爸爸媽媽很有心，

一一向孩子解釋，然後帶他們一起去看展品，意外也促進親子的互動。」  

（二）使用者可能興趣的考量 

地震工程教育館的學習單「通常會採用比如說『連連看』，或是『找找看哪

裡不一樣請圈出』，就是一些很明確的指令，或是透過賓果遊戲、打勾，就是一

些比較有趣的方式，吸引小朋友去填這個問題」，而非問答題，希望可以提升學

童做答的意願。 

（三）與學校教育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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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展館的展示內容主要是要教大家，不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要怎麼蓋一個

安全的建築物，所以在展館內可以看到有一些鋼筋綁紮的模型，還有一些制震、

隔震系統的介紹，還有加蓋違建會有什麼壞處等等。「本館展覽的性質比較偏重

一些抗震工法、技術這一方面的，和學校課程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關聯

性最高。」 

「有關國民小學的教學活動，我們會有到校服務。本園區主要著重在偏遠地

區的重建小學，館員會到那邊做到校服務，並且教導小朋友動手做的課程，

本園區有一個很熱門、很出名的就是『義大利麵屋動手做』，我們會事先將

材料包準備好，接著教小朋友用義大利麵蓋房子，等他們蓋好了房子以後，

還要接受地震的測試，到校服務的工作人員會帶一個特殊的地震機台過去，

它可以模擬五六七級的地震。讓小朋友透過動手做來學習是最快的、最有效

率的，所以我們在那裡帶動手做活動。」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能秉持其設立宗旨，特別關懷重建小學，照顧到弱勢族

群，值得大家效仿學習。 

三、學習單發展策略： 

（一）諮詢專家學者的情形： 

通常館員設計好學習單以後會再諮詢專業人士，「本館的策劃是『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它是位於台北一個專門的研究單位，我們學習單編寫完後會

e-mail 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審查，他們確定內容無誤以後才會進行印製的步

驟。」 

目前地震教育園區並沒有跟學校老師合作，翁小姐表示這點比較可惜，「學

校老師有前線指導學生的經驗、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不錯的編寫建議。」 館區聘

請的工讀生大部分都是幼保系的，是將來的老師，有時館員會詢問她們的意見，

請她們幫忙看看學習單內容的用字遣詞適不適合小朋友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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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列性、持續性的編寫計畫 

「第一份學習單是兩年多年前推出配合活動用的，第二份是工程館常態型的

學習單，是根據第一份改良編製而成的，主要內容是配合館內重要的常態展示。

目前尚無持續性的編寫計劃。」 

（三）學習單更新計畫 

目前地震教育工程館的展示偏常態，館方表示「將來如果有更換展示的話，

會再針對新的展示做新的學習單。」 

若是沒有更換展示，也可依原來的展示製作新的學習單，讓經常來參觀的學

童有較高的意願去填寫，並對展品有更深刻的認識。 

 

第五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影像館 

  

利用原本光復國中活動中心改建成的影像館，集結了921地震相關照片及影

音資料，以人文社會與歷史紀錄的角度，真實地呈現921地震在人們心中所留下

的記憶。透過各種展示，觀眾可以瀏覽921災變發生後，到處斷垣殘壁、救難人

員救災、各界雪中送炭，以及展開重建工作等等情景（影像館，網站資料，2010）。 

影像館內的三大劇場：真情劇場、大地劇場及地震體驗劇場，各有其特色及

背後所代表的含意。透過欣賞這些影音資料及親身體驗，民眾可以感受到地震所

帶來的震撼及重建的希望（影像館，網站資料，2010）。 

影像館有五大展示主題： 1.震起的台灣：從有地震觀測紀錄以來，921地震是

台灣百年來最大的一次。經由面板展示的數據和照片，能夠發現其背後的意義。

此展區帶我們回顧當時各鄉鎮的傷亡人數統計，還有許多車籠埔斷層沿線建築物

遭受破壞的照片。 2.重返九二一：展館藉著利用新聞片段、影片與紀事看板，讓

 55



時光恍如回到1999年9月21日凌晨01:47那讓人餘悸猶存的一刻，從地震發生到最

後一位生還者被救出，傳達台灣民眾的心情起伏。 3.人間溫情：透過劇場及照

片等方式呈現真人真事--921地震的負面震撼、國際間或台灣人民對災民的正面

回應、及災民的感恩與感動。 4.地震之前因後果：為什麼會有地震？地震又是

怎麼發生的？會造成什麼樣的傷害？我們該如何因應？答案都在展示品中等我

們去挖掘。 5.重建與新生：在影片「集集阿益家」中我們看到了地震過後臺灣

人民展現了強韌的生命力，從災區開出了美麗的花朵。展區內也同時展示著中部

在災後轉型成功的受創社區，結合自身的自然人文特質，發展出獨特的觀光產

業；此外，展館還集結了獲得遠東建築獎「九二一校園重建特別獎」學校的介紹

與模型17。 

接著，整理「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影像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如下

18： 

一、學習單設計目標：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的與預期目標 

  影像館這張學習單19是配合 921 教育地震園區去年秋季的活動。 

「去年是九二一地震的十周年紀念，當時活動的標題是－『隱隱作痛痛不

在』，它的意涵是指九二一地震已發生十年了，當初對一些受災區造成很嚴

重的傷痛，但是經過十年的療傷，或許災民在回想的時候會有一些難受，但

是希望這個傷痛可以經由時間讓它慢慢過去。」 

  影像館這張學習單的名稱是－「過去進行式」，就是表示這件事是過去式，

但其實影響還在進行當中，希望災民可以慢慢淡忘傷痛的回憶。這些名稱不僅文

雅而且都有很深的意涵，讓人彷彿掉進時光隧道，與災民感同身受。 
                                                 
17 筆者整理自影像館網站資料。 
18 筆者於 99 年 3 月 9 日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辦公室對影像館負責人李小姐進行訪談。 
19 詳見附錄十二：影像館樣本學習單「過去進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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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館裡主要有照片展示、影音資料，還有三大劇場。觀眾來參觀的時候，

如果時間不是很充裕的話，常常就是直接看劇場的部分，而忽略了照片以及一些

影像資料。「本館設計此學習單的目的，就是希望參觀者藉由學習單在館內參觀

的時候可以一併的多看看那些照片和資料。」 

（二）推廣教育活動的目標及型態 

「透過與紀事看板、921地震相關照片、新聞片段、影音資料以及親身體驗

（以情境影片配合地震平台的運作，模擬地震時的搖晃震動），希望大小朋

友也可以感受到地震所帶來的震撼及重建的希望，並能深刻體會因應之道。」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 

（一）目標觀眾設定與使用者分級內容 

這張學習單並沒有依照低中高年級設計不同程度的內容，只要是國小中年級

以上或是大人都可以填答，「內容的文字部份沒有寫注音，所以是中年級以上的

學生來填寫這份學習單比較適合。」 

（二）使用者可能興趣的考量 

為了吸引參觀者的注意，這張學習單的外型色彩比較鮮豔，封面有三個擬人

化的相機是主角（因為藉著這些器材，珍貴的影像才得以保存），他們分別是不

同年代的代表性照相機。 

「學習單摺成一個盒子（記憶寶盒）的模樣，使用者開啟它便能看到學習單

的內容，跟一般的學習單不一樣，希望能引起觀眾的興趣。」打開學習單後會看

到一站一站的題目，它的順序是依照展廳的動線去規劃的。學習單的下方有密密

麻麻的答案格，使用者依序在答案格上把找到的答案塗黑，「若是全部答對的

話，最後這些塗黑的答案會出現三個特殊的數字，這些數字是有意思的，畫出來

剛好就是９２１」，這是館方精心的規劃，相當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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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影像館樣本學習單「過去進行式」正面 

（三）與學校教育的關聯性 

「影像館是比較偏人文走向的館，所以會有一些比較真實的概念，或是我們

應該感恩祈福等等，類似這樣子的觀念」，它的學習單可以融入這幾年許多學校

正積極推動的生命教育，以及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三、學習單發展策略：     

（一）諮詢專家學者的情形： 

「影像館的學習單在設計的時候，主要是以館內的展示去出題目」，所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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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請專家學者做指導、或是學校老師提供意見，主要著眼在怎樣配合影像館的

推廣教育活動，去設計這樣一份學習單。 

「這張學習單是館內工作人員一起討論發想出來的，每個人出一道有關影像

館的問題後，再票選出最適合觀眾寫的題目，最後由美工人員設計圖稿的部分。」 

（二）系列性、持續性的編寫計畫  

影像館以往並沒有針對學習單這個區塊做長遠的規劃，目前並無編寫計劃。 

（三）學習單的更新計畫 

館方表示「今年的活動正準備要開始構思，有關學習單部份，待全體館員共

同研議是要推出系列性的內容，或是設計一份新穎的學習單，目前還不確定。」 

 

第六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防災教育館 

  

古人云：「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這正是防患於未然的道理，事前的預

防工作做得好，遠勝過事後的補救。防災教育館的設立，便是基於這樣的理念，

希望將相關的救災及避難知識傳達出去，以期國人能建立正確的防災觀念。（防

災教育館，網站資料） 

1999 年 9 月 21 日凌晨一點四十七分，發生台灣百年來最大的地震災難。這場

地震不僅令國土破裂、許多家庭心碎，也反應出國人過去對於重大災害防範措施

之不足，缺乏正確的救災、避難觀念。 台灣由於地理位置的特殊，時常要面對

不同的災害威脅，例如：地震、颱風、土石流等等，所以更加輕忽不可防災的重

要性。（防災教育館，網站資料） 

防災教育館有五大展示主題：１.人與自然：此區透過影音聲光的方式，展現

人與自然在不同角色相互影響的結果，傳達人類皆須學習與自然和平共處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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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２.地震現場：在地震現場的主題中，可看見五種不同空間的情境模擬，讓

參觀者感受被困者在等待救援時的無助與惶恐，且透過受災者的現身說法，進而

瞭解地震災害的可怕。３. 救難組織：921 大地震後有來自 21 個國家投入救援工

作，我們見識到國外搜救隊伍組織編制之完整及裝備器材的先進，反觀身處在地

震頻繁的台灣，卻沒有完善的搜救隊編組，以致地震發生後，無法即時提供最佳

的救援行動。為維護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我國第一支國際搜救隊-台北市國

際搜救隊就在此背景下於西元 2000 年正式成軍。４. 防災西遊記特展：本展示

糅合皮影戲、古典創作及現代科技等多種元素，以互動及多媒體素材介紹各種不

同勞工安全防災知識，例如高空作業防護、消防安全等，將防災教育融入於古典

文學「西遊記」中。 5. 解說服務：透過解說員針對不同主題的解說，傳達重要

的防災觀念。例如：火災時是先逃命？還是先報警？怎麼逃才能活著離開火場？

平日應該如何備災呢？緊急避難背包在重大災難突發時，可以提供必要的物資，

幫助我們度過災難。但究竟該如何準備呢？該準備哪些物資呢20？ 

接著，整理「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防災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如下

21：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標：  

（一）學習單的設計目的與預期目標 

「防災教育館學習單的目標就是要推廣、讓大家更認識這個博物館，然後從

中去學習到可能會改變民眾一輩子的東西，因為逃生避難，只是一念之間，

或許觀眾來這邊參觀，學到防災這個概念，就因為這個一念之間，幫助人們

逃生，這對館方來說是很大的貢獻。」 

 

                                                 
20筆者整理自影像館網站資料。 
21筆者於 99 年 3 月 9 日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辦公室對防災館英文解說員劉小姐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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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教育活動的目標及型態 

基礎教育的目標也就是博物館的任務：讓大家認識地震的這個自然現象，了

解防災相關的知識，並且深刻去體會：「地震若同時影響我們人類的時候就變成

一個災害，既然它是一個不定時的災害，我們就必須要有對策－做好防災的工

作，才可以減災、保護我們人身的安全。」 

防災教育館推廣教育活動的型態非常多，「有學習單：學習單的面很廣，文

字的部份可以傳達一些概念，例如『環保』的觀念，也可以藉由口頭的解說導覽，

或是搭配課程來實做；此外，還有動手做等，本館會針對不同的主題調整活動型

態。」館方希望藉由這些活動去了解防災相關的知識。館員們很用心，不停的想

新點子，所以她們的活動會一直變，單單緊急避難背包的動手做，就有解說的型

態、動手作的型態，甚至還結合兩人三腳去玩避難背包的活動。 

這些年輕的女館員，活力十足，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投入，甚至看到綜藝節目

裡若有適合的的活動也會拿來套用。其中英文解說員劉小姐是從英國留學回來

的，引進國外的做法，製作出來的學習單果然「好厲害」。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 

（一）目標觀眾設定與使用者分級內容 

較早期使用的是「防災小尖兵｣學習單22，館方依年齡層設計了兩份，一張是

適用於一到三年級的（如圖 4-6-1 所示），有注音，另一張是適用四到六年級的，

沒有注音，「它們的內容都是以展覽館最重要、最精華的展示品去設計題目，以

展品去帶入學習單學習，這兩份學習單都是展場導向的。」 

這兩份學習單都是 A4 大小摺成八等份，像一本小冊子，除了版面嫌小之外，

整體而言設計精良。 

                                                 
22 詳見附錄十三：防災教育館樣本學習單「防災小尖兵小四~小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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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6-1 防災教育館學習單：「防災小尖兵小一~小三」 

新近這五份學習單「環境保護｣、「疾病防治｣、「救災賑災｣、「地震逃生｣以

及「火災逃生｣沒有分程度，原因是館方結合國外的一些學習單的型式，設計有一

張參考指南23是給家長（萬用小抄，增加爸爸媽媽的成就感），家長可以把它拿起

來使用，它裡面包含有學習單的答案及相關知識，不用時把它卡在學習單裡面（如

圖 4-6-3），相當便利。目前使用中的是「環境保護｣這份學習單24，其他四份學習

單未來會陸續印製使用。 

「這一系列比較不偏向讓館員去指導小朋友使用，因為利用學習單參觀展覽

也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家庭感情的方式，爸爸、媽媽、老師、甚至兄姐可以一

起陪著小朋友去做，因為內容全部有注音，題目也都不會很難，這些學習單

不適合小朋友獨力完成，這樣子他的吸收效果沒有那麼好。」 

                                                 
23 詳見附錄十五：學習單「環境保護」參考指南。 
24 詳見附錄十四：防災教育館樣本學習單「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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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2 「疾病防治｣內頁及參考指南 

  這五份學習單都有 A3 那麼大（左右摺成三分之一大小），雙面彩色印刷，每

一份都有一張參考指南（兩面），內容豐富，製作精美。  

（二）使用者可能興趣的考量 

防災館的主要學習單設計者表示，她們吸引觀眾的策略，就是以可愛

的—EGG MAN 為學習單的主人翁，「還有盡量出一些不一樣的題型、有趣的題

型，每一份的出題方式都不一樣，有連連看、有走迷宮、有賓果、有畫圖，把重

點都放在題目裡面」，因為設計者覺得學習單若是太單調，比方題目都是選擇題

或是非題，小朋友就算不看題目也可以直接把１２３或 ○ × 寫上去，反正也可

以領到贈品。所以館方有耍一點小小的心機，用不一樣題型吸引學生去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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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思考。 

配合學習單的動手做，也廣受好評，每季有不同的活動主題，往往能引起熱

烈迴響。 

（三）與學校教育的關聯性 

防災館學習單的設計者表示，內容多多少少都有融入學校課程，但是他們「編

寫時是按照館內需求去製作，並未考量學校課程，若是有老師有這部分的需求可

能要自己去查。」 

三、學習單發展策略：    

（一）諮詢專家學者的情形 

防災館學習單的設計小組，強調團隊合作，她們會「先互相討論、互相審查

對方負責的學習單有無趣味性？出得好不好？看不看得懂？容不容易了解？」此

外，還會去請教一些相關單位的專家學者。她們的想法是：「做法及觀念的正確

性很重要，學校老師或許能針對題型提出建言，我們主要還是以請教專家學者的

意見為主。」 

編寫「疾病防治」、「救災賑災」這兩份學習單時，館方請教了台中醫院陳

醫師一些專業的問題，「地震逃生」的學習單有和館方關係非常良好的中央氣象

局地震測報中心提供她們編寫建議，「火災逃生」的學習單則詢問消防局的林專

委，編好後，唯恐內容解答有誤，也請託他們協助審稿。 

（二）系列性、持續性的編寫計畫 

就像這最新的這五份學習單（目前只推出一張），每張學習單都有一個主角，全

是ＥＧＧ ＭＡＮ造型，「這些角色都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也各有一個

性格，由故事線把它們串起來，是防災館團隊花了一年的時間才完成的」，是系

列性的，而編寫時有請專家學者校稿，用了很多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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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6-3 「疾病防治｣封面          圖 4-6-4「救災賑災｣封面 

  

       圖 4-6-5 「地震逃生｣封面          圖 4-6-6「火災逃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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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單的更新計畫 

上述防災館設計這五份新的學習單，目前只推出一張，尚有四張未來會一一

推出，目前不需更新。 

 

第七節  小結  

 

綜觀上述六個展廳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資料，進一步可以小結如下： 

一、博物館學習單的設計目標方面： 

學習單的設計多數是依照館內的常態性展示為規劃的重點，少數（車籠埔斷

層保存館）是依活動主題編寫的，主要的設計目的為引導參觀者結構性的學習，

誘發其求知欲、刺激觀察及提示展館的展示重點，並為親子及師生提供討論主題，

也希望能提升參觀者的興趣，主動去深入了解博物館的資源。 

這些六個展覽廳的推廣教育活動目標也是博物館的任務，就是要社會民眾常

常去參觀利用，以達成其教育的功能，學習單是引導觀眾入門的最佳工具，其他

的型態還包括：導覽講解、演講、藝術歌唱、音樂欣賞等，還有動手做或是遊戲

式、體驗式的活動。 

二、學習單設計策略方面： 

針對學習單的分級內容及目標觀眾來說，除了嘉大昆蟲館設計了低中高三份

學習單以外，餘五個展示廳使用中的學習單都是製作一份，而且大多數是適用於

國小三年級以上的學童；就學習單的形式來說，大多數的設計者都挖空心思，除

了有鮮豔的色彩設計，捲的或摺疊的造型，還有可愛的代言人等等，在在希望能

引起參觀者的興致，有關圖稿的部分，多數設計者會把需求告知專業美工人員，

請他們協助；在學習單的內容規劃上，學習單設計者更是絞盡腦汁，有故事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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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合闖關活動，也有各式各樣的題型，例如：連連看、圈一圈、走迷宮、賓果、

勾選題、畫圖及傳統的是非、選擇、填充、問答題。有些展廳在學生完成學習單

後還有贈送小獎品呢！ 

這些學習單基本上都可以和學校課程做連結，端看適不適合學生程度及教師

如何去運用發揮，譬如臺灣文學館的學習手冊可以融入語文領域，影像館的學習

單可以融入生命教育議題及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嘉大昆蟲館、車籠埔斷層保存

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及防災教育館則和生物、地球科學、物理、健康與體育及自

然與生活科技比較有相關。921 地震教育園區裡所有展廳的學習單均可上網自行

下載，台灣文學館及嘉大昆蟲館的學習單則可以到館索取。 

三、學習單的發展策略方面： 

六個展廳的學習單設計者均表示編寫時沒有請學校老師提供意見，其中嘉大

昆蟲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及防災教育館會請教專家學者，詢問內容的正確性，其

他展廳大多是與同事互相討論，此外，也會諮詢義工、工讀生有關題目敘述的用

語。 

筆者從訪談學習單設計者所獲得的基本資料中得知：這六個展廳其實並沒有

教育部門的編制，也沒有所謂的專人負責學習單，難怪學習單較少有系列性或持

續性的編寫計劃。台灣文學館的學習手冊是由館員吳小姐在擔任導覽員時編寫的

（目前在不同部門），工程教育館的學習單也是該館的英語解說員規劃設計的，

嘉大昆蟲館的三張學習單全出自企劃組長的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的學習單是館

員輪流編寫，至於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的學習單都是群策群力，館員們通力合作

完成的。 

以上為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分析，下一章則是博物館學習單使用

教師的訪談內容分析，以進一步做為檢視兩者落差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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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博物館學習單使用者訪談內容分析 

 

第四章依據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的訪談內容進行分析，本章則針對研究標的

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的使用教師訪談資料進行整理，從三大面向：教師對內容

設計的看法、學生使用的情況、學習成效之評估去討論，針對六個展示廳的學習

單使用教師的看法一一進行分析。其中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著眼在整份學習單

內容的深度、份量、版面的安排規劃；學生使用的情況則著重在學生的學習態度

以及學習單是否引起學生興趣的探討；而學習成效之評估則希望深入探索該學習

單是否能達成教師預定之教學目標。 

第一節  國立台灣文學館 

 

本節研究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曾帶學生到國立臺灣文學館運用學習單做校外

教學的老師，一共有兩位，他們分別是為雲林縣虎尾國小黃老師及台南市喜樹國

小陳老師。茲針對上述兩位學習單使用教師25的訪談內容整理如下： 

一、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  

虎尾國小黃老師認為利用學習手冊參觀博物館對學生的學習幫助非常的大，

「若是沒有這個學習手冊的話，學生真的是走馬看花，也不知所措，那因為有這

本學習手冊的導引，他們比較不會浪費時間，而且能夠抓住重點。」 

虎尾國小黃老師說明學習手冊的封面有寫適用於國小的高年級，他說：「能

標明適用的程度，是非常好的設計」 ，以虎尾國小黃老師五年級學生的程度來看

的話，「這本手冊的份量是非常足夠的，大概在一到兩個小時內，就可以利用學

                                                 
25 筆者於 99 年 3 月 18 日在虎尾國小對雲林縣虎尾國小黃老師進行訪談；3 月 30 日以電話對台南  

市喜樹國小陳老師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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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手冊好好的把展廳做一個研究，非常恰當，學生也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版

面的規劃安排活潑又有趣，很能吸引虎尾國小黃老師的學生，所以這群小朋友

都非常的喜歡，反應也相當不錯。黃老師覺得此學習手冊的「內容設計合宜，

非常的完美，沒有需要調整改善之處。」  

有關這本學習手冊的主題「臺灣文學的發展」，虎尾國小黃老師說明「和小

學的語文領域非常貼近，它的內容的設計也和鄉土教學非常融合，這本學習手冊

是語文領域非常好的補充教材。」 

喜樹國小陳老師的學生目前就讀四年級，她表示到文學館做校外教學有導覽

員帶領學生並解說，「我主要任務是維持學生秩序，所以並沒有翻閱學習手冊，

也不清楚學生寫些什麼，對學習手冊內容設計沒有什麼看法。」 

「教學相長」，其實老師在教的過程中也會跟著學生一起學習成長。入寶山

卻空手而返，實在太可惜了。 

 

    圖 5-2-1 「國立台灣文學館學習手冊｣內頁（範例） 

二、 學生使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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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國小黃老師再次強調，他的學生對利用學習手冊到展館參觀都很有興

趣。「透過在一旁觀察，我看到小朋友非常的投入，對這些題目的專注力也都很

高，甚至他們也會去討論，有說有笑，表現出的態度都是非常積極的。」虎尾國

小黃老師把功勞歸給這本學習手冊，他認為學習手冊的題目都很生動、不呆板，

而且能激發學生思考，可說是面面俱到，他對這本學習手冊的評價非常的高。 

喜樹國小陳老師表示學生對於靜態的展示興致不高，展館內有一頭牛，「學

生只對那個有興趣，因為那頭牛會動。」  

「 言 教 不 如 身 教 」 ， 教 師 如 果 顯 得 興 趣 缺 缺 ， 學 生 也 會 跟 著 模 仿

學 習 ， 如 果 老 師 能 適 當 引 導 學 生 ， 相 信 對 學 生 的 學 習 必 然 有 所 助 益 。  

三、 學習成效之評估 

虎尾國小黃老師設定的學習目標是要「讓小朋友透過這個學習手冊的介紹對

臺灣文學發展的過程有個基本的認知」 ，因為這個部分學童不是很清楚，教科書

也沒有很完整的介紹，所以小朋友在展廳裡根據這個學習手冊的架構，他可以去

瞭解臺灣文學發展的概況。「也因為學習手冊的設計已經有激發起小朋友這

方面的研究興趣，讓這次的校外教學非常有價值，很多小朋友返校後還會另外

去找資料，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虎尾國小黃老師表示他的教學目標完全達

到，就是先給孩子一個基礎的架構，有興趣的孩子，他會以此為基礎再去學習，

建構未來的知識，若是有融入課程的部分老師還會再多做補充說明。 

喜樹國小陳老師說明因為學生不是由她帶隊參觀的，「大部分是文學館內的

導覽老師在與學生做互動，所以我並不清楚學生整個學習情況。」她表示學習手

冊並不是強迫性的作業，也不是每個人都有寫，小朋友若能把導覽員介紹的東西

跟學習單做連結，才能發揮學習單的功效，程度好的學生可能會有收穫，相對的，

程度差的應該會覺得很無趣。 

同樣帶學生參訪，卻有截然不同的看法與教學成效，由此可見「教學態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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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度」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節  嘉大昆蟲館 

 

本節研究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曾帶學生到嘉大昆蟲館運用學習單做校外教

學的老師，一共有兩位，他們分別是高雄市前峰國中林老師及前峰國中蔡老師。

茲針對上述兩位學習單使用教師26的訪談內容整理如下： 

一、 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 

就學習單的版面及題型配置（如圖 5-2-2「嘉大昆蟲館高級學習單」）而言，

高雄市前峰國中一年級的林老師覺得昆蟲館的學習單設計得沒有很理想，因為

「是非題選擇題學生還覺得比較 OK，但都是填充題，而且同一個填充題要學生

連續寫好幾個答案，有一些他們沒學過的字很艱澀、筆劃又多，學生不見得會寫。」

放在展館的解說牌也沒有標示注音，叫學生照著寫，可能還會寫錯字，希望解說

牌上比較難懂的字至少有個注音，讓學生能夠國字寫不出來，至少用注音來表

示。因為學生參觀的時間不夠充裕，有很多的學生沒辦法在離開前去找到和學習

單裡題目相關的展品。「因為學習單編排得就不是很好，加上時間的問題，大家

都是很快的逛過去，導致學生回答的狀況也不是很好。」 

前峰國中另一位一年級的蔡老師也持相同的看法，雖然學習單的版面有 A4

那麼大，他覺得昆蟲館的高級「學習單版面設計還蠻擠的，題目又多，每一題跟

每一題之間的空格很小，比較不容易書寫，而且學習單上大部分是填充題，如果

學生國字寫不出來的話，就不知道該怎麼表達。」 

以學習單題目的難易度來說，前峰國中蔡老師認為「學習單的內容有很多是 

                                                 
26 筆者於 99 年 3 月 26 日以電話對高雄縣前峰國中林老師與蔡老師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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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昆蟲館裡面的專門知識，要學生回答的題目，已經遠遠超出國中以上的程

度，可能讀到高中都還學不到」，因為去昆蟲館參觀的年齡層分布很廣，出社會

的人也可以去看，所以這張針對展品設計的高級學習單的題目，對國中生而言是

艱澀了點。 

 
           圖 5-2-2 「嘉大昆蟲館高級學習單」（原尺寸：Ａ4） 

二、學生使用的情況 

前峰國中林老師認為學習單全是填充題，並不理想，要填答的空格相當多，

而且要一直用文字書寫，所以學生並不會那麼有興趣去寫那些題目，如果是簡單

的題型學生還比較能應付。「導致學生可能一開始興沖沖的進去看，後來怕時間

來不及或其他原因，沒有辦法完成學習單，他可能會放棄，想說：反正也寫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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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乾脆我都不寫，我只要專心的去看我想要看的東西。」 

前峰國中蔡老師表示學生剛入館時看到那些昆蟲標本都覺得很新奇、很興

奮，因為有一些昆蟲標本是他們從來沒有看過的，可是也有些學生是沒有興趣

的，興致高的小朋友會到處看一看。可是接下來的情形是：很多學生寫不完那張

學習單，事後才補寫，甚至是上車後，趕快找同學互相抄襲，因為時間很趕，加

上題目太多，他們並沒有看到那麼多重點，只看到學習單上提到的某些部分而

已，也沒有走完。前峰國中蔡老師覺得「學習單的設計不要讓參觀者有太多負擔，

要用筆去記下很多重點，好像填寫學習單是一份苦差事，沒有辦法輕鬆，那麼，

在有壓力的情況之下，學生的參觀成效自然也不會很好。」 

林老師和蔡老師的看法不謀而合，相當一致。 

三、學習成效之評估 

就昆蟲館那張高級的學習單來講，前峰國中林老師的「學生並不能達到合格

的目標，因為使用那張設計不良的學習單，導致學生的學習動機被削弱了。」在

昆蟲館參觀時，大部分學生會到處看看展品，但不見得每個學生都會用心的按照

學習單裡的內容去找，所以「參訪的目的是達到了，但是教學目標大概只完成一

半而已」，學生並沒有充分的學習。    

前峰國中林老師提出另一個學習狀況的誤差：學生由旅行社帶隊參觀，旅行

社對於學生的管理較為鬆散。像有的學生第一站就直接衝到昆蟲館二樓的販賣部

去買飲料，那他們就在那邊聊天說笑的。要離開時，旅行社的領隊在老師們上車

前的空檔念學習單的答案給學生聽，名義上是跟他們「對答案」，有些根本就沒

寫的學生，就趕緊利用對答案的時候抄一抄，所以這是參觀時的一個盲點。「學

校雖然有統一收回學習單，但並沒有什麼幫助。」 

前峰國中蔡老師補充說明： 

「有關昆蟲的知識在國一學生下學期的課程馬上會提及，在『生物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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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節，只是國中生物的課程內容較淺顯易懂。昆蟲館的學習單上的專門知

識，目前較不切合學生需求，應該是研究所或者大學的生物系才用的到，或

許連生物系都不用研究得那麼透徹，所以這次參訪的功效等同是讓學生知道

有這個資源，將來若真的有心要鑽研昆蟲這方面的學問，可以利用這個管道

到那邊去找資料、做研究。」 

兩位前峰國中老師的寶貴意見應提供給館方，以做為調整改進學習單的參

考，否則後續利用高級學習單參觀的學生，也可能會發生類似的問題，造成反效

果。 

  

第三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館 

 

本節研究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曾帶學生到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

保存館運用學習單做校外教學的老師，一共有兩位，他們分別是為雲林縣土庫國

小李老師及雲林縣安慶國小陳老師。茲針對上述兩位學習單使用教師的訪談內容

整理如下27： 

一、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   

土庫國小李老師本身擔任國小五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此次和五年級的

學生參訪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使用斷層館新推出的學習單

「天天碳險趣」（如圖 5-2-3）。專精自然的土庫國小李老師表示，「此學習單內容可

以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例如：大氣的組成，或相關的環境污染、環境

保護議題等；除此以外，海洋教育與國土保育與水土保持等相關單元也很適合。」 

 
27 筆者於 99 年 4 月 5 日於土庫國小對雲林縣土庫國小李老師進行訪談；4 月 6 日於安慶國小對

雲林縣安慶國小陳老師進行訪談。 



這張學習單的內容對大多數的五年級學生而言太簡單了，份量也不多。土庫國小

李老師表示這些概念在國小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這一科目中，大多已經教過了，

不過「這份學習單的版面安排真的很吸引人，角色安排與故事情節也都很活潑而

生動，大概是要符合大眾化的需求，所以深度與份量才會做如此的規畫吧！」 

安慶國小陳老師表示到車籠埔斷層保存館參觀，其實是蠻好的教學方式。「因

為「地震」跟「地層」這兩個主題，在課堂上講解比較抽象，學生實地去參觀可

以看到地震發生後的情形跟斷層面，會比較容易理解這方面的知識，體會也會比

較深刻。」 

安慶國小陳老師說明她的學生才三年級，他們的理解力不會很高，所以在設

計上可能要比較簡單和口語化一點。這張學習單「天天探險趣」是以故事來呈現

的，「它裡面有一些可愛的卡通角色，還融入了魔法、魔杖等情節，讓小朋友覺

得蠻有趣的，再加上版面的設計活潑、生動，題目敘述的語句都很淺顯、不會太

長，所以一般小朋友的接受度還挺高的。」 

就份量而言，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的學習單上總共有九個題目，這些題目是用

遊戲的方式去作答的，例如第一題有兩個答案 A 或 B，小朋友如果選 B，下一步

就跳到第三個題目作答，安慶國小陳老師表示「這樣的作答方式比較有變化，另

一方面小朋友平均只要回答四個題目，份量並不多，加上並沒有標準答案，每個

人都可以完成，並兌換獎勵貼紙。」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的學習單是經過事先妥善規劃編寫出來的，連獎勵貼紙都

是自行設計的，以搭配學習單內容，從這些小細節可以體會到館方對推廣教育的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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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3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學習單：「天天碳險趣」反面（原尺寸：Ａ4） 

二、學生使用的情況 

整體而言，土庫國小李老師覺得學生們對題目是感興趣的，因為「天天」這

個角色很吸引他們，再加上這張學習單的設計是「引導學生用探索的方式逐步去

找到答案，本班的小朋友都能輕鬆的闖關，並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來解決『地球

面臨的問題』，所以，他們很快的完成學習單上的問題並拿到富有教育意義的獎

品。」土庫國小李老師的學生很棒，他們除了互相討論學習單上解決問題的方式，

甚至還探究解決問題所需的現代科技，同儕之間在愉悅的氛圍中一起探討、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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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共同想像，嘗試去解決地球暖化的問題，難怪李老師對學生的表現讚譽有加。 

安慶國小陳老師的三年級學生平常少有機會參觀博物館，她覺得學習單可以

指引小朋友展廳的重點所在，就好像是一個有計畫的學習提示一樣，如果沒有學

習單的話他們可能會漫無目標、從頭看起，浪費了寶貴的時間。 

安慶國小這些三年級的小朋友都還蠻喜歡這份學習單的，從他們兌獎的踴躍

情形就可以略知一二。「因為它的題目都是用說故事的方式去連貫，答對一題

像闖過一關一樣，闖完一關後，會小朋友的引起動機，想要連闖下一關，看最後

可以拿到什麼寶物，所以他們很樂意去使用。」也因為有學習單的幫助，所以

他們在參觀時比較不會覺得無聊。「闖關」就好比有一個任務在身，小朋友要達

成任務，就要去了解展廳展示的內容，藉由這個手段，可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意願。 

                 
 圖 5-3-4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學習單：「天天碳險趣」獎勵貼紙 

三、 學習成效之評估   

土庫國小李老師認為學生使用合適的學習單來參觀博物館確實能提昇學生

的學習成效，因為「博物館中的學習素材是很龐雜的，一份設計良好且符合學生

程度的學習單有正確指向的作用，可以使學生在短暫的參訪時間中聚焦於學習主

題，進而了解參訪的學習重點」，這是極其重要的。 

 77



土庫國小李老師原本的教學目標是想要學生多學習地球科學中地質方面的相

關知識，但因為斷層保存館本年度的活動課程是介紹「節能減碳」，並使用配套

的學習單，所以在內容方面和他原本設定的教學目標並不符合。雖然學習的內容

不同，但是在學生使用學習單參觀斷層館時，土庫國小李老師透過觀察學生的學

習歷程，與實際和學生互動，他發現「學生能發揮基本能力，與同伴分享自己的

想法，也能尊重包容他人的意見，主動去探索與研究地球暖化的問題。」回到學

校課堂中，土庫國小李老師為了讓學生對相關議題有更透徹的了解，還透過科技

的運用蒐集「節能減碳」的資訊，做加深加廣的教學。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藉著此

次參訪讓學生更暸解自己的興趣，發揮自己的潛力，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與能

力。因此，土庫國小李老師十分肯定這趟搭配學習單的車籠埔斷層保存館之旅。

「小朋友不僅玩得很開心，也學到了知識，可說是寓教於樂呢！」 

安慶國小陳老師預定的教學目標就是小朋友對這個展館所提供的知識能夠有

基礎的了解，並完成學習單。她的評估方式是利用學習單對小朋友口頭提問。陳

老師表示斷層保存館這張學習單裡面有本次活動主題「節能減碳」最重要的觀念，

所以回到學校後，「我就利用學習單上面的題目，以一問一答的方式去了解小朋

友的學習成效。小朋友因為有學習單可以複習，所以效果還蠻顯著的，全班大概

有80%的小朋友都回答得不錯。」安慶國小陳老師也會問小朋友拿到什麼寶物（獎

品），他們是怎樣得到寶物的？這樣的方式來評估。此外，安慶國小陳老師還有

一個不錯的評估方式，「參觀後請小朋友寫出這次遊記的感想，就可以知道他們

到底有沒有學到東西。」 

從土庫國小李老師和安慶國小陳老師的訪談內容中可以窺見他們的教學態度

認真而嚴謹。這兩位教師不僅肯定學習單的功用，也能善用學習單進行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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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地震工程教育館 

 

本節研究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曾帶學生到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地震工程教育

館運用學習單做校外教學的老師，一共有兩位，他們分別是為雲林縣斗六市石榴

國小蕭老師及雲林縣鹿場國小王老師。茲針對上述兩位學習單使用教師的訪談內

容整理如下28： 

一、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 

雲林縣斗六市石榴國小蕭老師認為參觀博物館可以學習到課本以外的東西，

而且在層次上更深更廣，小孩子的興趣也會比在教室內學習還來得高，「如果再

搭配學習單的話，小朋友會比較有目標，知道展館裡面的展示重點為何，他可以

依照什麼順序去參觀，等到參觀結束以後，至少他學到了學習單裡面的題目內

容。」  

針對地震工程教育館這張「就是震不倒」的學習單（如圖5-4-1）來說，石榴

國小蕭老師覺得「無論是深度或份量都很恰當。深度的部分，當然還有些部分還

需要老師或家長再多做解釋，因為畢竟有些概念的東西，三年級的孩子可能還沒

有學到，師長再稍微加以說明，他們就比較容易理解。」 

石榴國小蕭老師對份量的看法是：「學習單只是給他目標，讓他去看、去找，

把相關的答案或內容找出來，小朋友不一定當下馬上寫，可能回去再完成。」所

以不會有所謂的寫得完寫不完的問題，因為學童去到這個展廳，他可以去學其他

更多更有趣的東西。光是把學習單發給學童，學童不一定馬上能瞭解題目的意

思，他有可能會看不懂，因為學習單上的敘述大部分都蠻簡潔的，沒有寫得很詳

                                                 
28 筆者於 99 年 3 月 16 日在石榴國小對雲林縣石榴國小蕭老師進行訪談；4 月 2 日以電話對雲林縣

鹿場國小王老師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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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所以「有的小朋友會等參觀回來以後，再問一下大人，請大人解釋給他聽，

再把原先不會的題目補寫好，這樣他寫這份學習單才有效果。」 那比較靈活，腦

筋反應比較快的孩子，很快就可以理解並且把學習單完成。 

就版面來看，石榴國小蕭老師認為一張A4的紙又摺成四等份可能稍嫌小了一

點。除此以外，她提出：「給學生一兩題開放性的題目也不錯，譬如說，小朋友

還發現什麼展示讓他覺得很有興趣，想要繼續研究、探討的，甚至想去圖書館找

相關資料深入了解的。」 

鹿場國小三年級王老師表示此學習單可以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他

覺得此學習單「整體看來，設計良好，內容合宜，無需調整。」 

 
           圖 5-4-1 地震工程教育館學習單：「就是震不倒」裡面 

 80



二、學生使用的情況   

石榴國小蕭老師這群三年級的小孩子參觀博物館的興致很高。她說「整個參

觀的過程中都有孩子一直在提問，他們的問題主要都是和展品及學習單有相關

的」，有的小朋友會問導覽員，有的小朋友會問蕭老師。從這樣的情形看來，就

可以瞭解其實孩子們都還蠻有興趣的。 

「那小孩子其實蠻可愛的，他們都會針對題目去找答案，而且找到答案時會

很高興。」石榴國小蕭老師覺得學習單的題目只是提供小朋友一個參考，她不會

讓學習單對小朋友造成壓力，因為沒完成的，老師「返校後，會以正向的口頭獎

勵或者是蓋乖寶寶印章的方式鼓勵孩子把它完成。」 

鹿場國小王老師觀察學生在展館的表現，發現學生能依據題目內容積極的尋

求答案，表現出感興趣的樣子。 

三、學習成效之評估 

石榴國小蕭老師表示，會選定去這間博物館參觀，就是因為跟她的教學目標

有相關。她會從幾個面向去評估學習成效，首先是觀察在整個參觀過程中學生問

老師、問大人的情形，「從他所問的問題中，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抓住重點。」

其次，由學生在現場填答學習單的狀況，就可以大致瞭解學生的學習是否積極，

能不能吸收。「隔天到學校後，再看看孩子整張學習單填寫得如何。有些孩子會

很隨便，也有些孩子很認真，那大概就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了。」 

鹿場國小王老師認為中高年級的學生利用學習單參觀博物館可以幫助他們掌

握學習重點。他由學生的作答情形去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他的「學生普遍都能

瞭解預防地震災害可以經由安全地點的選擇及隔震制震的建築結構來達成，符合

我預定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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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國小蕭老師和王老師大致肯定此學習單的設計及成效，蕭老師提供兩個

建言：一張 A4 的紙又摺成四等份太小了、題型可再加入開放性的題目。 

石榴國小蕭老師會依據其教學目標選擇可以融入課程的博物館參觀，以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這樣的做法很聰明，可以彌補課堂教學的不足。 

 

第五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影像館 

 

本節研究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曾帶學生到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影像館運用學

習單做校外教學的老師，一共有兩位，他們分別是為苗栗縣客庄國小陳老師及彰

化縣南郭國小陳老師。茲針對上述兩位學習單使用教師的訪談內容整理如下29： 

一、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 

客庄國小陳老師表示「學習單的內容若能提供一些課本以外的知識，對學生

是比較有幫助的，假如說是太簡單或者沒有學習意義的學習單，就沒有必要使

用。」他提到影像館設計的學習單可以結合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跟綜合活動這

三科，就學習單的內容深度而言，六年級學生還沒辦法把館內的許多內容：例如

建築的規範、地震發生成因等充分的了解吸收。 

南郭國小陳老師覺得「這張影像館的學習單(如圖 5-5-1)設計得蠻不錯的，可

以融入涵蓋廣泛的生活領域（低年級）。尤其是它的答案格最特別，塗好之後出

現『921』。」南郭國小陳老師帶領的這群二年級的小朋友相當天真，在寫學習單

時，為了找到學習單的答案，他們很努力去看影像館的展示，老師和家長會也在

旁邊引導（大概有 10 個家長陪同），「當他們發現最後所有的答案組成 921 的數

                                                 
29 筆者於 99 年 3 月 23 日以電話對苗栗縣客庄國小陳老師進行訪談；3 月 26 日以電話對彰化縣南

郭國小陳老師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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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很興奮，好像發現一個秘密。」 

    別致的設計往往能獲得讚賞，學習單也不例外，需要設計者發揮巧思。 

 

  

 

 

 

 

 

 

 

 

 

 

 

 
  圖 5-5-1 影像館學習單：「過去進行式」裡面 

二、    學生使用的情況 

客庄國小陳老師的學生參觀時表現出的態度是內心受到很大的很震撼的，因

為他們沒有經歷過比較大的地震，不曉得地震的感覺，「在園區可以親眼看到實

體的毀壞建築物以及影像館內的一些照片資料，很多人流露出不可思議的表情。」

讓六年級的學生寫學習單，多少對他們會有一些幫助，不過就學生使用情況來

講，「有些學生寫得很用心，大部分學生就認為是一項作業，學生提到作業就比

較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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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郭國小陳老師這班二年級的學生蠻有趣的，每個人都很積極的在找答案。

「當時的情形是同一組六個小朋友一字排開趴在牆上，努力的從展示板上找

出學習單的答案寫下來，也有較依賴的學生會一直喊：『在哪裡？在哪裡？』

若是其中有某一個小朋友找到答案，說道：『啊！在這裡。』大家就都圍過

去。」 

南郭國小陳老師感覺學生來參觀是很欣喜的。這張學習單的設計規劃是每一

個展示板出一道題目，學生就一個板面一個板面慢慢的看，要花多一點的時間，

幸好有學習單輔助，否則可能會淪為走馬看花，不知道看到了什麼。南郭國小陳

老師覺得這張學習單對低年級來講還是有點難，若是沒有大人幫他們找，恐怕小

朋友要找很久，她希望向館方建議：「譬如說版面設計成有答案的地方用粗體字、

字特別放大或是做標示，類似這樣，小學低年級的學生使用起來不至於那麼吃

力。」 

小學高年級與低年級的身心發展有一些差異，參觀態度也相當不同，由他們

使用學習單的情形可見一斑。 

很多展廳的學習單都是沒有分程度的，這對低年級來說會比較吃力，南郭國

小陳老師有提出一些可行的建言，希望館方可以為年紀較小的孩童再設想得周到

一些。 

三、    學習成效之評估    

客庄國小陳老師的學生雖然把學習單當作是一項作業，但是「使用學習單對

他們還是有幫助的，至少不是說今天參觀完就結束了，展館裡面的重點會保留在

他們的腦海裡，也讓學生對影像館有進一步的了解，從收回檢查的學習單，可以

看到有成果呈現出來。」所以客庄國小陳老師認為影像館的學習單對於增進學習

成效有某個程度的助益。 

南郭國小陳老師表示帶學生去 921 地震教育園區的影像館主要是希望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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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大自然的反撲力量及人生的無常。她平時就經常給予學生機會教育，例如她

曾跟學生說過，「921 大地震造成台北市的東興大樓倒塌，有一對孫氏兄弟在裡面

困了很多天，吃冰箱裡面的爛蘋果活下來。這時有小朋友就說：『吃那個爛蘋果，

誰敢吃啊！』」這班的小朋友在學校曾聽陳老師講過這個故事，那天去影像館又

看到館內的看板也有這個報導，小朋友當場獲得印證，再搭配學習單學習，會更

加深他們的認知。此外，南郭國小陳老師的學生還到劇場觀賞影片、體驗地震，

加上看到展館前面真實的地震場景－毀壞教室，經過這番洗禮，小朋友比較能夠

體會要是真的遇到這種天災，為了活命，什麼都得做，更何況是吃爛蘋果呢？ 

教二年級的南郭國小陳老師對低年級小朋友的心理了解得十分透徹，她表示

「小朋友對大自然的天災通常就是害怕，害怕居多，比較不會去想怎麼解決，或

者是怎麼預防，而家長們通常只會教導孩子們怎麼應變，卻忽略了怎麼去減輕他

們害怕的程度。」在他們全班參觀了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不久後，發生了高雄甲

仙大地震，那次的地震還蠻恐怖的，搖得劇烈又久，那時正好是學校的晨光時間，

「我在教學現場聽到其他班都在尖叫，只有我們班是很鎮定的，班上的小朋友也

知道這時候不能開玩笑，地震過後，有一個男生忍不住大哭，他說他非常害怕，

可是搖的時候他並沒有哭。」這些小朋友表現得可圈可點，至少他們在地震當下

沒有慌掉，這就是最大的學習成效了。 

 

第六節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防災教育館 

 

    本節研究對象為九十八學年度曾帶學生到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防災教育館使

用學習單做校外教學的老師，一共有兩位，他們分別是為雲林縣鹿場國小鍾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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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雲林縣安慶國小許老師。茲針對上述兩位學習單使用教師的訪談內容整理如下

30： 

一、教師對內容設計的看法  

鹿場國小鍾老師是該校科任教師兼主任，目前擔任五六年級的自然與生活科

技及健康與體育教師。他表示： 

「防災教育館的展示主題資料非常豐富，學習單上的學習素材也很多元，能

融入國小課程的範圍也很大，例如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中的氧氣、二氧化碳、

全球暖化、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等內容；健康與體育領域中的地震逃生、

地震避難與火災逃生和相關救護知識；在社會領域方面，更可將各地的災情

與救災史等融入相關議題中，讓學生更能了解台灣，進而更能了解世界的現況。」 

此次鹿場國小的校外教學其中一站是參訪 921 地震教育園區之防災教育館，

鍾老師從防災教育館網站自行下載防災教育館的「防災小尖兵：小四~小六」學習

單（如圖 5-6-1）供學生使用。此學習單「大部分的內容都是淺顯易懂的，份量的

安排恰如其份，學生在參訪行程時使用起來覺得非常順手，學習單的題目雖然不

少，但在其中穿插了活潑的擬人化動物、花朵等，消弭了題目的僵化、生硬的感

覺！」鹿場國小鍾老師認為唯一需要調整改善之處是有一兩題比較難的地球科學

或物理概念，小學四到六年級的孩子可能還沒辦法理解，比如「介紹地震波 P 波

和 S 波的部分，可能要等到小朋友升上國二或國三才會學到。若是可以降低上述

題目的難度，那麼此學習單應該能更切合國小學童的程度。」 

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所有展廳曾使用過的學習單均可從網站下載，使學習無

遠弗屆，一方面便利學校教師容易選取適合學生使用的，另一方面展廳也可以降

低印製成本，這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30筆者於 99 年 3 月 7 日在鹿場國小對雲林縣鹿場國小鍾老師進行訪談；筆者於 99 年 3 月 30 日在

安慶國小對雲林縣安慶國小許老師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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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6-1 防災教育館學習單：「防災小尖兵：小四~小六」 

安慶國小許老師帶二年級的學生去防災教育館參觀時，使用的是較新的學習

單，此學習單的主題是「環境保護」（如圖5-6-2）。他表示「整張學習單看來，

題目的內容適合中低年級學生使用，雖然每個字都有注音，但是注音的部分印得

蠻小的，若能再印大一點，會更理想。」此學習單的題型多樣，內容豐富，一開

始就提到小朋友平日的哪些小動作會對環境造成大影響，很實用，其他內容還包

含了生態衝擊、氣候異常、糧食危機及公共衛生等等，但也都是點到為止，並不

是很深入，所以它的難易是適中的；就廣度來說，此學習單涵蓋了大部分環保重

要的議題；那就份量來講，因為他們去參觀只有半天，如果參觀再加上寫學習單

的部分，安慶國小許老師說：「這個份量是可以寫得完，但是小朋友要很積極才

行，因為這裡的展館很大。」 

安慶國小許老師低年級的學生還蠻喜歡這張學習單，因為此學習單的封面有

一個可愛的「綠寶」（EGG MAN），此外，「摺頁的兩面都有彩色印刷，小朋友

會被卡通造型的角色及色彩鮮豔的學習單所吸引。『綠寶』（EGG MAN）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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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館方很貼心的設計，可是除了綠寶的簡介以外，牠只出現在介紹題目兩次」，

安慶國小許老師本身是藝術專長教師，對於編輯學習單有獨到的見解，他認為： 

「如果用說故事的方式來呈現學習單的題目，把綠寶融入故事情節裡，小朋

友在看學習單的時候會像在看故事書一樣有趣，甚至，可以先用一頁的漫畫

來介紹綠寶曾做了哪些事，小朋友看完了之後，再來做後面的學習單，相信

更能引發他們的興致，因為小朋友都是喜歡漫畫以及故事情節的。」 

安慶國小許老師不吝於分享他的經驗，他說若是經費允許，除了學習單以

外，可以再加強聲音的部分，像巴黎有一些名畫過來臺灣展覽的時候，當時他們

戴著導覽耳機跟著動線走，每一幅畫都有解說，小朋友一邊帶著耳機聽解說，一

邊也可以停下來寫，因為那耳機會自動感應，也不用去切換，你走到那個地方，

它會自動講解到那個地方，小孩子的反應也很不錯，他覺得可以做這方面的努力。 

 

 

 

 

 

 

 

 

 

 

  圖 5-6-2 防災教育館學習單：「環境保護」 

二、學生使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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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館有多份學習單，鹿場國小鍾老師選取了「防災小尖兵」（適用於四

~六年級版）來使用，透過觀察學生在展館內的表現，他發現「大多數學生對學習

單的題目都蠻感興趣的，還會互相討論答案是否正確，有兩名學生因為對答案的

認知不同，還出現了小小的口角。」有幾位學生還拿著學習單上的題目探詢鍾老

師有關「影音式探測器」和「聲納生命探測器」的功能差別與科學原理。「學生

願意主動去探索與思考，此學習單便達成了其啟發的功能。」 

安慶國小許老師這次去防災館做校外教學有許多家長陪同，所以他選用這張

附有家長參考指南的學習單，方便家長使用，也不會出現連家長也答錯的窘境，

他的這些「家長們也都很用心，在參觀時會向孩子說明題目的意思，也會對孩子

解說相關的知識。」 

當天安慶國小許老師這群二年級的小朋友去參觀時，先是無比的興奮，可是

當他們看到攏起的操場及毀壞的教室之後，態度轉變為驚訝、恐懼，「那這個恐

懼當然不是因為害怕地震再度發生，而是他在想大自然的力量真可怕，他以後如

何去面對大自然所造成的災害。」所以當學童們到了防災教育館以後，人手一張

學習單，很認真的參觀學習，因為他們想知道未來遇到地震、颱風甚至最近很流

行的旱災時，怎麼因應？怎麼逃命？安慶國小許老師希望「經由這次的參觀，讓

小朋友建立起防患未然的觀念，並且知道怎麼面對天災、克服天災，那這個部

分，小朋友若是有些許的心得，就是此行最大的收穫了。」 

三、學習成效之評估   

鹿場國小鍾老師認為一份合適的學習單，可以讓初進展館興奮的小朋友定下

心來，針對學習單上的內容逐步去參觀學習。所以就教學者的立場來看，「學習

單的使用確實能提昇參訪者的學習成效，老師也更能掌控學生學到的知識與經驗

內容。」鹿場國小鍾老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也很會激發學生努力學習，他說：「事

先告知學生此學習單會收回打平時成績，大部分的學生都會很賣力的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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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場國小鍾老師對這次校外教學十分滿意，因為他將學習單收齊後，發現

「大多數人皆已完成所有題目，而且答對率也很高，只有幾個程度較不好的小朋

友有些空白，但是整體來看，學習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學生在防災教育館內學

到地震搜救的新儀器如：「心跳探測器」、「影音式探測器」、「聲納生命探測

器」……等，也對地震緊急避難背包要準備的東西更加清楚，其他的展示內容還

有火災逃生的知識，傷患救護健康常識、地球生物的多樣性、地震波的理化知

識、地震史與各種防災知識等等，「不僅學生學到很多，連老師也大有斬獲、覺

得不虛此行。」鹿場國小鍾老師為了印證學生的學習成效，回到學校後，還利用

上課時間針對防災教育館的展示內容進行口試，結果答對率高達 0.83（35 人次通

過 29 人），更驗證了此次校外教學卓越的學習成效，他表示「下次一定還要建議

學校多多舉辦類似的校外教學活動。」 

安慶國小許老師的學生收穫也不少，尤其是「環保」這個區塊。他舉例說明，

在參觀完防災教育館回來不久後，班親會的家長們辦理了另一個旅遊活動，當天

中午大家享用歐式自助餐，但是大家都沒有隨手帶環保筷以及餐盒,而是使用衛生

筷及紙製的碗盤，當場就有一個小朋友提出疑問：「老師，你不是教我們要隨身

攜帶環保筷，還有環保碗盤嗎？」當下給在座的大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原來小

朋友經過了那一次防災教育館的參觀學習後，環保的觀念已經深深的烙在他們的

腦海裡，甚至他們會去實踐，所以我也趁機給小朋友們機會教育。」 

從防災教育館參訪回來之後，安慶國小許老師的學生更加清楚「做環保是為

了救地球」這個道理，也印證了平時朝會時、課堂上老師不厭其煩的宣導。所以

回到學校的教學現場，當安慶國小許老師針對此防災教育館的學習單內容提問

時，很多小朋友舉手搶著要發言，情況很踴躍，搶著回答，這表示學童利用學習

單參觀防災教育館沒有空手而返。 

紙本的評估方式安慶國小許老師也會用，就像這次去防災教育館參觀，返回

時他把小朋友使用的這張學習單收回，檢閱其填答情形。他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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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方法，就是「透過和小朋友對話，尤其是比較安靜的孩子，讓小朋友把心

裡的想法說出來，以了解小朋友的心理心態，因為並不是每個小朋友都會勇於舉

手發表自己的看法。」 

上述兩位老師口才好又相當有見解，他們雖是使用不同的學習單，卻一致稱

許所使用的學習單，並見到學生的學習成效。其中安慶國小許老師還提供「使用

導覽耳機」的建議，希望館方可以多加利用高科技產物輔助導覽。 

 

第七節  小結  

 

綜觀上述六個展廳學習單使用教師的訪談資料，進一步可以小結如下： 

這些接受訪談的教師絕大多數肯定學習單是參觀博物館的重要資料，他們認

為使用學習單可以幫助學生抓住重點，不會漫無目的的參觀，也會加深學生的印

象。 

一、教師對博物館學習單內容設計的看法： 

首先就學習單的設計深度及份量來說明，兩位國中一年級帶隊參觀的教師一

致覺得嘉大昆蟲館的高級學習單太難了，超出學生的程度許多，全部都是填充題，

學生根本寫不完；參觀影像館的二年級學童，幸虧有許多家長陪同，否則要找到

學習單上的答案恐怕要花很多時間，畢竟他們的年紀比較小；車籠埔斷層保存館

的學習單則有一位五年級帶隊教師覺得太簡單了，他的學生一下子就完成了，其

他展廳的帶隊教師都認為他們使用的學習單是難易適中，恰到好處，小朋友可以

在時間內完成，而且獲益匪淺。 

關於學習單版面的安排規劃，除了嘉大昆蟲館的高級學習單兩位使用教師認

為版面太擠、答案格太小，學生不好寫之外，還有一位工程教育館學習單的使用 

 91



教師覺得版面太小，其餘均獲致許多好評，諸如：學習單的版面色彩豐富、內容

生動活潑又有趣，角色配置與故事情節的安排很吸引人等等。 

二、學生使用學習單參觀的情況（教師觀點）： 

參觀嘉大昆蟲館的國一學生一開始看到昆蟲標本都覺得很新奇、很興奮，後

來因為學習單上的題目多又難，停留的時間不夠長，導致很多人寫不完，只好互

相抄襲；其餘五個展示廳小學生的使用情形大致良好，只有影像館六年級的學生

把學習單當作是一項作業，不是那麼樂意使用，其他大多數的學童都很認真的參

觀，努力的從展示板上找出學習單的答案，高年級的學生還會互相討論，中低年

級的學生遇到不懂的會主動請教老師家長或導覽員，非常的積極且投入，有的展

廳（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為鼓勵學生，憑填寫好的學習單即可換取小獎品一份，

學生使用的興致就更高了！ 

三、教師評估學生使用學習單之學習成效： 

帶國中生參觀嘉大昆蟲館的林老師提到：因為學習單設計不良的關係，導致

學生參訪的目的是達到了，但是教學目標大概只完成一半而已。另一名國中老師

也表示學習單的內容的確非常深奧，加上學生要用筆去記下很多重點，學生在有

壓力的情況之下學習，參觀的成效自然也不會很好。到其他五個展廳做校外教學

的老師有多位表示：該次使用學習單的參訪確實有達到他們預定的教學目標，甚

至小朋友還身體力行（做環保）；有兩位以口頭提問的老師，他們的學生答對率均

有達到八成。 

教師們評估學生是否達成其教學目標的方式十分多元：最多老師透過在一旁

觀察學生參訪時的學習態度、提問及作答情形，其次，是將學習單收回，檢閱其

填答狀況。此外，還有透過問答、和小朋友對話的方式，參觀後請小朋友寫感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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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們接受筆者訪談時，也會針對當時他們帶隊參觀所遇到的困擾提出建議

事項。因為學習單往往是搭配館內的展示去規劃設計，有兩位老師對館內展示看

板提出建議：嘉大昆蟲館展示的昆蟲名稱有些艱澀罕見的字，希望可以在旁標示

注音，以便利學生填答學習單（高級學習單）；影像館的展示版面若能設計成有

答案的地方用粗體字、字特別放大或是做標示，小學低年級的學生填寫學習單時

才不至於那麼吃力。 

以上為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使用教師的訪談內容分析，下一章則是結論與

建議，將進一步檢視綜合學習單設計理念與學習單使用教師經驗，並探討兩者落

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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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博物館的學習有待學校教師去開發，因為它就像一座知識的寶庫，對學生的

學習有莫大的助益。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有關博物館學習單的相關理論及調查分

析博物館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訴求與使用者經驗的落差，首先以文獻理論做為

研究基礎，並據此作成「博物館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大綱」及「博

物館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使用教師訪談大綱」，其次，透過與博物館學習單設

計者、學習單使用教師進行深度訪談，蒐集實證資料，以瞭解學習單設計規劃與

使用情形，並進一步分析學習單設計與使用教師實施的落差。本章旨在綜合及交

叉比對學習單設計者與使用教師訪談所得，歸納成為本研究之主要結論，並依據

結論提出建議，供博物館、學校行政單位、學校教師及後續學術研究發展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節綜合國立臺灣文學館、嘉大昆蟲館、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

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防災教育館、影像館推廣教育學習單的設計者與使用

教師的訪談內容，將發現的結果及落差加以歸納並說明如下： 

一、博物館學習單的設計規劃 

博物館展廳學習單的設計目的也是推廣教育的目標，就是希望社會大眾、學

生團體常常去參訪，充分利用館內資源，以達成其教育的功能。學習單的設計規

劃為引起動機並鼓勵觀眾拿取利用，往往需要運用一些策略，諸如配合闖關活動、

以故事去穿針引線、彩色花俏的版面、可愛的造型主角、有趣多樣的題型及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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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藉著博物館學習單的引導及提示展館的展示重點，能有效的刺激參觀者觀

察、進行結構性的學習，誘發其求知欲，並為同儕、親子及師生間提供討論主題，

主動去深入了解博物館的資源。 

二、博物館學習單的使用情況 

使用教師多數肯定學習單是參觀博物館的重要工具，他們認為利用學習單參

觀博物館可以讓學生先定下心來，接著幫助學生有系統、有效率的學習，也會加

深學生的印象。這些使用學習單參觀的學童大都興致高昂、很認真的參觀，努力

的從展廳看板上找出學習單的答案，有的學生會互相討論，甚至請教師長等，只

有少數學習態度欠佳的學生，沒有積極的參與。博物館知性之旅結束後，學習單

的填寫情形還可作為許多教師評量學習成效之依據。 

三、學習單設計及使用教師經驗之分析比較 

（一）國立臺灣文學館方面 

這本學習手冊聚焦在常設展「台灣文學的發展」，它的內容編排順序是沿著

展廳的動線，把有趣的、有代表性的單元放進去，主要目的是要讓小朋友對臺灣

文學發展的過程有個基本認知。帶隊參觀使用的虎尾國小黃老師讚不絕口，他認

為學習手冊的內容設計合宜，封面能標明適用的程度，份量、深度也恰到好處，

版面的規劃安排活潑又有趣，虎尾國小黃老師班上學生的反應都相當不錯。因此

國立臺灣文學館這本學習手冊的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和帶隊參觀的教師使用經驗

十分吻合，表示它規劃良好，內容恰當，適合參訪者妥善利用。 

（二）嘉大昆蟲館方面 

學習單設計者主要以嘉大昆蟲館最有特色的十八種台灣保育類昆蟲展示及世

界最大、最重的昆蟲來命題，希望能引起參訪者的興趣，她的目的就是希望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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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看完展示之後，填寫學習單，印象會比較深刻，至少可以認識台灣有那些保育

類昆蟲。兩位國中一年級老師描述學生使用的情形差異不大，他們一致覺得昆蟲

館的高級學習單設計得沒有很理想，主要是因為學習單上全部是填充題，削弱了

學生興趣，而且它的內容有很多是嘉大昆蟲館裡面的專門知識，這些要學生回答

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他們的程度，所以填答的狀況並不是很好。嘉大昆蟲館這

張高級學習單的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和帶隊教師的使用經驗出現了很大的落差，

這表示它的版面規劃設計有改善的空間，內容的題型、深度也有待調整，以利參

訪者使用。 

（三）車籠埔斷層保存館方面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去年的活動主軸是岩石循環，配合的學習單「斷層館歷險

記」，是讓參觀者拿著捲起來的藏寶圖學習單到處找題目的闖關活動，這樣的做

法成效還不錯，缺點是耗費太多人力去執行。今年 4 月推出的是比較夯的活動主

題「全球暖化節能減碳」，這張學習單在內容上是延續去年的，在設計上有改善去

年的瑕疵，館方希望小朋友利用學習單參觀，可以知道如何在生活中落實節能減

碳愛地球。土庫國小李老師是國小五年級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他覺得這張學習

單的內容對大多數的五年級學生而言，太簡單了，份量也不多，不過這份學習單

角色安排與故事情節也都很活潑而生動，版面安排也很吸引人，所以大多數學生

有興趣填答。安慶國小三年級的陳老師表示斷層保存館推出的這份「天天碳險趣」

學習單版面設計活潑、生動，題目敘述語句都很淺顯，而且題目都是用說故事的

方式去貫連，份量並不多，她班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完成，也都還蠻喜歡的，她以

口頭提問的方式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很顯著。車籠埔斷層保存館這張學習單的

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和帶隊教師的使用經驗很貼近，這表示它的版面規劃設計妥

善合宜，內容的題型、份量以及深度最適用於中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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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震工程教育館方面 

地震工程教育館設計此學習單的用意，就是希望能透過幾個簡單的關於建築

結構的題目，並採用一些比較有趣的題型，引導觀眾注意展品，進而了解要怎麼

蓋一棟安全的建築物。設計者建議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一起去填答學習單，效果會

更好。石榴國小三年級蕭老師認為工程教育館這張「就是震不倒」學習單的深度，

有些部分還需要師長再加以說明，份量恰當，沒寫完的等返回後再補寫即可，就

版面來看，石榴國小蕭老師覺得只有一張A4紙的四分之一稍嫌小了一點。此外，

她還提出可以給學生一兩題開放性的題目。這群三年級的小朋友參觀的興致高

昂，從他們參觀的過程中一直在提問就可以窺見。鹿場國小三年級王老師覺得此

學習單整體看來，設計良好，內容合宜，無需調整。他的學生亦能依據題目內容

積極的尋求答案，表現出感興趣的樣子，而且達成其預定之教學目標。地震工程

教育館這張學習單的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和帶隊教師的使用經驗大致相符，它的

版面建議可以再調整大一點，以內容的深度來看，中年級的程度還無法自行使用。 

（五）影像館方面 

影像館設計此學習單的目的，就是希望參觀者藉由學習單的指引多看看照片

和資料。這張學習單從四邊摺成一個盒子的模樣，使用者開啟它後會看到依照展

廳動線規劃的題目。在學習單的左下方有密密麻麻的答案格，格子裡面有答案供

選擇，使用者把找到的答案塗黑後，最後這些答案會出現三個特殊的數字：９２

１，這是最特別的地方。六年級的客庄國小陳老師表示就學生使用情況來講，很

多學生把學習單當作是一項反感的作業，但是使用以後對他們還是有幫助的，展

館裡面的重點會保留在他們的腦海裡，從填答好的學習單中，可以看到此學習單

對學習成效的助益。南郭國小二年級陳老師覺得這張影像館的學習單設計得蠻不

錯的，尤其是它的答案格，當小朋友發現塗好之後出現「921」就很興奮。陳老師

帶領的這群二年級的小朋友需要老師和家長在旁邊引導，因為這張學習單對低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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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來講還是有點難，需要大人幫忙。這班二年級學童的學習成效相當不錯，真正

發生地震時也沒有慌掉。影像館這張學習單的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和帶隊教師的

使用經驗有些許落差，這表示學習單的內容深度還有改善的空間，或是從館內的

展示看板設計去調整，其他如版面及答案設計非常優異。 

（六）防災教育館方面 

「防災小尖兵」這份學習單是展場導向的，館方依使用年齡層設計了兩份，

分別是適用於一到三年級的以及四到六年級的，它們的內容都是以展覽館最精華

的展示品去設計題目。新近這一份學習單「環境保護」是結合國外一些學習單的

型式，設計有一張參考指南給家長使用，這份學習單比較偏向讓家長去指導小朋

友使用。它的主角是可愛的 EGG MAN，設計者把重點都放在題目裡面。教高年級

的鹿場國小鍾老師從防災教育館網站自行下載「防災小尖兵」（適用於四~六年級

版）學習單供學生使用，此學習單大部分的內容都是淺顯易懂的，份量的安排恰

如其分，題目間還穿插了活潑的擬人化動物、花朵等。鹿場國小鍾老師認為有一

兩題比較難的物理概念，若是可以降低難度，那麼更能切合國小學童的程度。他

的學生學習成效相當卓越，口試答對率高達 0.83。安慶國小許老師的二年級學生

使用的是較新的學習單「環境保護」，他表示這張學習的題目內容適合中低年級

學生使用，它的題型多樣，內容豐富實用，難易適中，份量勉強可以寫完。防災

教育館這兩張學習單的設計理念、預期目標和帶隊教師的使用經驗出入不大，這

表示它的版面規劃良好，設計妥當，內容的題型、深度符合學習單上標示的年級。 

  綜上所述，國立臺灣文學館的學習手冊內容設計與使用經驗吻合，封面能標

明適用於高年級，份量、深度也恰到好處；嘉大昆蟲館的高級學習單設計與使用

經驗出現嚴重落差，主要是因為學習單上的題型全部是填充題，內容難度太高；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的的設計與使用經驗有少許落差，學習單上並未標示程度，高

年級的使用者覺得太簡單了，份量也略少，學習單；地震工程教育館學習單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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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使用經驗有些許落差，版面嫌小，封面雖載明適用於三年級以上，但就內容

的深度而言，國小三年級的學童許多題目還無法理解；影像館設計的學習單和帶

隊教師的使用經驗有些許落差，它的封面未標示適用程度，六年級的學生視為作

業不樂意寫，對二年級的小朋友來說又太難，找不到答案；防災教育館的「防災

小尖兵：小四~小六」學習單設計與使用經驗有少許落差，其中有兩題比較難的國

中物理概念，超乎國小學童的程度。 

研究者將上述六大展廳學習單設計與使用教師經驗間落差之情形整理成一覽表，

如表 6-1-1 所示：  

表 6-1-1 學習單的設計與使用經驗之落差情形一覽表 

  取 樣 個 案 學習單設計與使用經驗之落差情形 

 

 國  立  臺  灣  文  學  館  

(1) 適用程度：高年級。 

(2) 深度設計：配合導覽員解說適用高年級。 

(3) 份量設計：參觀時間內完成，恰當。 

(4) 題型設計：包含問答、填空及勾選題。 

(5) 美工設計：顏色柔和，插畫精緻。 

 

 嘉    大    昆    蟲   館  

(1) 學習單分為低中高級：適用年級未標明。 

(2) 深度設計：內容太難，不利使用者運用。 

(3) 份量設計：使用者要填答的字太多，無法在參觀時

              間內完成。  

(4) 題型設計：包含簡答題、填充題、畫圖。  

(5) 美工設計：黑白印刷，沒有插圖和美工設計。   

 

 車 籠 埔 斷 層 保 存 館 

(1) 適用程度：未標明。 

(2) 深度設計：對高年級使用者而言，太簡單。 

(3) 份量設計：對高年級使用者而言，很快做完，嫌少。

(4) 題型設計：故事提要後，仿「心理測驗」的方式。 

(5) 美工設計：彩色印刷，有可愛造型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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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震  工  程  教  育  館  

(1) 適用程度：國小三年級以上。 

(2) 深度設計：對中年級使用者而言，有些題目太難。

(3) 份量設計：不利中年級使用者運用。 

(4) 題型設計：包含連連看、圈選題、勾選題、賓果。 

(5) 美工設計：建築結構圖為主，配合簡單的彩色印刷。

 

 影       像       館  

(1) 適用程度：未標明。 

(2) 深度設計：對低年級使用者而言，太難，無法自行

從看板中找到答案。 

(3) 份量設計：低年級使用者費時費力。 

(4) 題型設計：簡答題為主，配合塗黑答題格。  

(5) 美工設計：色彩鮮豔，有擬人化相機主角。 

  

 防   災   教   育   館  

「防災小尖兵：小四~小六」學習單的設計： 

(1) 適用程度：小四～小六。 

(2) 深度設計：除了有兩題比較難的國中物理概念，其

餘題目適用。 

(3) 份量設計：參觀時間內完成，合宜。  

(4) 題型設計：包含勾選題、選擇題、連連看、圈選題、

             是非題。   

(5) 美工設計：顏色炫麗，插畫活潑。 

整體而言，展廳學習單的設計規劃情形，以國立臺灣文學館及九二一地震教

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程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受到較多的

好評，依據訪談學習單使用教師的內容指出，文學館的學習手冊（A5 大小共 14

頁）及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的學習單每一面都有彩色印刷，內容合宜豐富，份量

不會太多，大多能適用於規劃的學生程度，還有配合專業的美工設計，最重要的

是學生的吸收效果都相當的不錯。 

嘉大昆蟲館的學習單設計者雖然也很用心，編寫了三份不同程度的學習單，

但是簡單的設計引不起使用學生的興趣，內容深度與題型都有待琢磨補強。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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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這三張學習單都是 A4 大小，白紙黑字單面印刷，沒有插圖和花俏的美工設計，

題型也缺少變化。究其原因，嘉大昆蟲館目前為公辦民營，編制人員不多，學習

單全由企劃組長獨自設計，推想應該也沒有編列學習單的預算，所以就用克難的

方式來印製，學習單的款式較為陽春。嘉大昆蟲館的規模不若國立臺灣文學館及

隸屬於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之車籠埔斷層保存館、地震工

程教育館、影像館及防災教育館，這些國立博物館人力資源多，經費也較充裕。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博物館規劃設計學習單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生自我學習、深入觀察探索，立意

甚佳，但在實施規劃上，以帶隊參訪教師的使用經驗面向與學習單設計理念策略

做檢證，筆者發現尚有一些改進的空間。 

最後，茲依據研究的結果，針對未來博物館學習單的規劃設計及使用學習單

做博物館參觀教學的活動提出看法與建議。 

一、對博物館學習單發展的建議 

（一）學習單的規劃設計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學童博物館參觀經驗中主要以導覽人員解說、導覽手

冊、活動學習單等服務來幫助學童瞭解與學習展覽（林泱秀，2004）。本文研究

重心為「學習單」，茲針對學習單的規劃設計建議事項詳加說明以下： 

１.學習單的形式及編排 

學習單並無固定的形式，只要對觀眾觀賞與了解展示品有所助益，在經費及

人力許可的情況之下，可以做更多元的變化與設計，例如：設計成闖關形式、兌

獎活動等，都能有效提升參訪者的使用興趣，減少學童使用的枯燥感。在視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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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最好以彩色印刷，顏色要看起來舒服，字體要清晰，插圖、角色及故事的編

排要吸引人，避免版面、字體太小或答案格太密集。 

學習單上若能附上展場平面圖或作品位置說明圖，並提示觀眾學習單目標物

位置行走路徑指示，或是展場目標物以特殊符號標示，相信觀眾必能感受館方的

貼心設計，也不至於迷失方向，白白浪費了時間。 

２.學習單適用程度及對象 

學習單設計者著手規劃學習單時，宜先確認學習單適用程度及對象，例如國

小版（低年級、中年級、高年級）、國中版、高中版、成人版或親子版，適用對

象也要依據觀眾結伴參觀的性質標示清楚是學校團體或家庭等，並於封面載明。

確認適用程度及對象（團體或散客）後，再依照規劃做編寫，相信更能貼近參觀

者的使用需求。 

３.學習單的內容 

學習單的設計者除了要擁有博物館的專業知識，還要對兒童的心理認知、學

習發展及教育理論有一定的了解，甚至對學校課程做深入調查並結合，依該學習

單適用年齡層的語彙做編寫，安排適當的學習內容，否則會造成使用對象因為內

容太難、無法理解題意，形成學習挫折，或覺得內容過於簡單激不起學習動機。

不符合學生程度的學習單，無法發揮學習單「自我引導」的功能，反而會有反效

果。 

學習單的題目內容不要太多或太雜，「少即是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89）31，最好針對單一主題或概念設計一些邏輯性、

開放性的問題，以培養學童觀察力，激發思考，做深入的探討與發揮；最好是編

寫前先調查學校課程並做結合，使學童能獲致最佳之學習成效。 

                                                 
31 「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是一個教育概念，指學習者一次專注一、二樣特定主題進行深入 

探討，而非涵蓋所有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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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最好附有解答，以提供參觀者立即回饋，若能在解答處再加以說明則

有助於分散參觀學童的吸收了解。學習單最末端並可做一個總結性的敘述，重申

該學習單的重點和使用目的，或做鼓勵觀眾再次使用學習單的邀請說明（王邦

珍，2002）。 

學習單編寫完畢付印以前，可請適合該學習單程度的參觀者先行試用，學習

單設計者再視試用情況做調整，將可能會產生的誤差情況減到最小。 

４.徵詢學校教師意見 

     曾帶隊參觀博物館的學校教師最能掌握學生使用學習單的狀況。館方在編

寫、改版或更新學習單時，可徵詢曾利用、批閱過學習單的教師，請教師針對題

目的難易程度給予建議；在內容上，提供學習單融入學校課程的切入點，使學生

利用學習單參觀時能獲致最佳的學習成效。 

５.學習單編寫的人力支援 

博物館的事務十分龐雜，館方可以善用義工力量，徵召一些有興趣、相關系

所的學生、家庭主婦及退休教師組成工作團隊，協助編寫學習單和相關活動。如

此，一方面館方可獲得人力資源，另一方面集思廣益，工作團隊可提供學習單設

計者多角度的編寫意見，避免學習單的設計流於主觀。 

若是館方人力、經費許可，可當場對已使用學習單的參觀者做問卷調查或訪

問，以做為日後編寫學習單參考改進之用。 

（二）提供學校教師研習課程 

為增進教師對博物館教育資源的認識與運用，博物館的推廣教育部門宜主動

出擊，探求教師需求，辦理各式教師研習課程，學校教師亦可利用研習期間與館

方合作發展出配合學校課程之學習單，做為博物館參訪之輔助教材，與博物館建

立良好的合作關係。 

二、對學習單使用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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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責盡職，確實掌握學生學習狀況 

由訪談使用教師得知：大多數帶班到博物館參觀的教師，會與學生共同成長

學習，做一個良好的示範，並從旁輔導學生參觀。若是將學生參觀責任全部交給

導覽員，只負責維護秩序，未免有失教師專業，也無從掌握學生學習狀況。 

（二）善用學習單，發揮其最佳功用 

教師在參觀之前應充分了解參觀內容、主題，而且親自試用學習單，並事先

與館方針對參觀活動做商討，提供館方適合該班學童身心發展狀況之教學策略，

同時在課堂給予學生行前教育、引起動機，建立學生對展覽內容的初步概念，參

觀時使用學習單、配合導覽解說，並於參觀之後，融入相關學習領域課程，與學

生充分討論、引導學生分享心得，甚至設計延伸性的活動等。如是，必能發揮學

習單的功能，達到參觀學習前中後的最佳效果。 

此外，避免讓學習單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測驗或作業，造成學生參觀的壓力與

負擔，導致學生無法專注聽導覽員解說或盡興參觀。 

（三）充實博物館教學素養 

教師可利用週三進修或參加在職進修等管道充實自己的博物館教學素養，認

識博物館的資源，瞭解博物館領域相關知識，增進博物館參觀教學知能，並應用

在博物館學習單、課程設計等方面。在校內可召集志同道合的教師組成博物館課

程與教學研究小組，以分工合作的方式規劃設計博物館參觀活動，一起帶學生至

博物館進行校外教學、做研究，並於參觀後分享帶隊心得、檢討缺失，以做為日

後博物館參觀活動改進之依據。 

三、其他：對學校行政單位及教育相關單位的建議 

（一）重視博物館參觀學習活動，運用學校行政力量協助安排 

根據筆者深入訪談博物館學習單設計者指出，許多到館做校外教學的學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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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行程安排不甚理想，停留時間過短，參觀體驗的時間已極為緊迫，更遑論使用

學習單了，來匆匆去匆匆，趕著要到下個據點。因此，即使許多教師認同使用學

習單參觀博物館能促進學童相關素養的提升，然礙於旅行社行程安排不當、參觀

人數及秩序管理等因素，降低他們使用學習單的意願。 

為使教師與學童充分利用博物館資源，同時因應九年一貫課程中強調課程內

容應該結合生活與各地區文化特色，學校行政單位應鼓勵學校教師多利用學習單

進行博物館參觀活動，以融入課程或發展相關課程的方式去規劃，並加強學校行

政單位的支援配合，協助接洽、妥善安排行程等事宜，再結合班親會的力量，請

一些家長隨行協助學童秩序安全的管理，如此，博物館的參觀學習活動不致於變

成老師的負擔，使教師能心無旁騖專注於引導學生運用學習單，讓學童擁有良好

參觀經驗，博物館的資源也能物盡其用。 

（二）鼓勵博物館與學校互動，教育相關單位推波助瀾 

根據學者的研究調查提出，學校學生非常喜愛參觀博物館，而且能有效提升

他們對科學活動的興趣與樂趣並形成非常有意義且能夠持續的學習成效

(Piscitelli & Anderson, 2001)。學校教師需要多元教材，而博物館有實體、供操作

應用的資源，可提供學生在制式學習之外極佳的個別學習機會，兩者充分合作，

可提升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也讓學生的學習更有效（張美珍，2009）。各縣市機

關主管教育單位若能有此共識，應重視、支持館校合作，行文鼓勵學校多安排博

物館參訪活動，或編列相關預算支援辦理學校，以有效整合館校雙方資源。 

師資培育機構可針對在職進修教師及準教師開設博物館相關教學課程，增進

教師對博物館資源的了解與應用，以利日後帶班參觀博物館時，有足夠的素養協

助導覽員與指導學生運用學習單參觀學習。 

四、後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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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文獻探討為基礎，擬定訪談大綱，再依訪談大綱從訪談中了解學習

單的設計編寫情形及帶隊教師使用情形。然而囿於時間、資源及人力等因素，雖

於研究過程中戮力而為，仍有不足之處，筆者在此提供幾點建議如下，希望對後

續的研究有所幫助： 

（一）擴充研究對象，做更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訪談學習單使用對象以帶隊做校外教學的教師為主，未來可再針對使

用學生或一般民眾做問卷調查或訪談，以了解學生或一般民眾對其所填答學習單

之看法，使學習單使用情況的研究面向更加完備。 

（二）進行量化資料收集，了解多數人的看法 

  本研究為質化探討，未來可整理成問卷，供館方或其他研究者進行量化研究，

以收集更多有關學習單使用情形的資料。 

（三）擴大研究展館範圍，做更廣泛的探索 

本文目標博物館多分部於中南部，未來可調查分析北部或東部的博物館學習

單，以共同提升博物館學習單的設計品質，使研究涵蓋的點更多元。 

期待本研究提出之看法與建議，可供博物館、學校行政單位、學校教師及後

續學術研究參考，以提升校外參觀教學的學習成效，發揮博物館學習單的正面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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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 博物館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大綱 

 

『博物館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大綱』 

 

   親愛的先生、女士，您好： 

 我是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的學生，目前正在進行一項與

「博物館學習單」相關的學術研究，目的在探討博物館學習單設計研究人員的

設計理念及預期目標、目前國小教師運用博物館的參觀學習單的經驗面向及使

用心得，進而探析參觀學習單設計與使用的落差。期待能藉此研究提昇學校與

博物館間的良性互動，讓參觀學習單的設計與使用更為完善，藉以提升學習成

效，使學生們成為最大的獲利者。  

這次的訪談，僅為本研究使用，不做其他用途。您的寶貴意見對此研究將有

莫大的幫助。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敬祝 

身體健康    諸事如意                                                      

                           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研究所 
   指導教授：謝榮峰 教授  研究生：呂佳華                 

 

 

第一部份 博物館及學習單設計者基本資料     

博物館名稱：                 地址：         

一、請問貴館主要的收藏品有哪些？展覽的性質為何？ 

二、請問貴館基礎教育活動的目標為何？有哪些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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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貴館負責教育部門的編制為何？是否有專人負責設計學習單？ 

 

學習單設計者資料： 

一、請問您在貴館中曾經擔任哪些職務？現任的職務為何？ 

二、請問您參與過國民小學的教學活動嗎？若是有，請問您負責哪些部  

    分的教學？ 

 

第二部分 博物館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設計者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設計此學習單的目的為何？希望能達成哪些目標？ 

二、請問貴館之學習單有依照低、中、高年級設計不同程度的內容

嗎？此學習單目標觀眾設定的年級為何？ 

三、請問您在此學習單內容規劃設計上運用哪些策略？是否考慮到學

生的興趣？有無系列性或持續性的內容編寫計畫？  

四、此學習單在內容是否有融入學校某一學習領域課程？ 

五、您在設計學習單內容時是否有學校教師提供編寫建議？你們討論

的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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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博物館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使用者訪談大綱 

 

『博物館的基礎推廣教育~學習單使用者訪談大綱』 
 

學校：           年級：       教學者： 

博物館名稱：               參觀日期：  年   月   日 

  

一、您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生，利用學習單參觀博物館對他們有什麼幫

助？ 

二、您對於此學習單內容的(一)深度(二)份量(三)版面的安排規劃有何

看法？合宜嗎？需要改善調整之處為何？ 

三、學生對參觀學習單所提供的題目感興趣嗎？他們參觀時所表現出

來的態度為何？您如何評估？ 

四、此參觀學習單在內容上是否能融入學校某一學習領域課程？ 

五、使用此參觀學習單達成您預定之教學目標的情形為何？您如何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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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博物館學習單設計者職稱暨訪談行程表 

受訪時間 訪談方式 館 別 對 象 
參與過學校

教學活動 

2010 年 
1 月 

親自訪談 嘉大昆蟲館 
企劃組長 

林小姐 
否 

2010 年 
2 月 

親自訪談 國立臺灣文學館 
專案助理 

杜老師 
是 

2010 年 
2 月 

親自訪談 國立臺灣文學館 
館員 

吳小姐 
否 

2010 年 
3 月 

親自訪談 
車籠埔斷層 

保存館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

負責人蘇先生 否 

2010 年 
3 月 

親自訪談 
車籠埔斷層 

保存館 

日文導覽員 

黃小姐 
是 

2010 年 
3 月 

親自訪談 地震工程教育館 
英文導覽員 

翁小姐 
否 

2010 年 
3 月 

親自訪談 影像館 
影像館負責人 

李小姐 
否 

2010 年 
3 月 

親自訪談 防災教育館 
英文導覽員 

劉小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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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博物館學習單使用教師服務學校暨訪談行程表 

受訪時間 訪談方式 參 觀 館 別 服 務 學 校 對 象 

2010 年 
3 月 

電話訪談 嘉大昆蟲館 
高雄縣 

前峰國中 
林老師 

2010 年 
3 月 

電話訪談 嘉大昆蟲館 
高雄縣 

前峰國中 
蔡老師 

2010 年 
4 月 

親自訪談 國立臺灣文學館 
雲林縣 

虎尾國小 
黃老師 

2010 年 
3 月 

電話訪談 國立臺灣文學館 
台南市 

喜樹國小 
陳老師 

2010 年 
4 月 

親自訪談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 
雲林縣 

土庫國小 
李老師 

2010 年 
4 月 

親自訪談 車籠埔斷層保存館 
雲林縣 

安慶國小 
陳老師 

2010 年 
4 月 

親自訪談 地震工程教育館 
雲林縣 

石榴國小 
蕭老師 

2010 年 
4 月 

電話訪談 地震工程教育館 
雲林縣 

鹿場國小 
王老師 

2010 年 
3 月 

電話訪談 影像館 
苗栗縣 

客庄國小 
陳老師 

2010 年 
3 月 

電話訪談 影像館 
彰化縣 

南郭國小 
陳老師 

2010 年 
3 月 

親自訪談 防災教育館 
雲林縣 

鹿場國小 
鍾老師 

2010 年 
4 月 

親自訪談 防災教育館 
雲林縣 

安慶國小 
許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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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國立臺灣文學館學習手冊「臺灣文學的發展」 

（原尺寸:A5；共 14 頁） 

 

封面及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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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嘉大昆蟲館高級學習單及解答 （同原尺寸: A4） 

 

            嘉大昆蟲館   高級學習單 

1. 請舉出 5 種台灣保育類昆蟲？ 長臂金龜 、無霸鉤蜓、食蝸步行

蟲、 珠光鳳蝶、大紫蛺蝶 

2. 夢幻旋轉彩蝶柱是由哪三種蝴蝶組成？紅鳥翼蝶、馬來金鳳蝶、摩

爾佛蝶 

3. 蝴蝶與蛾的區別方法？觸角的形式 

4. 皇蛾又稱為 蛇頭蛾。 

5. 世界最大的兜蟲是哪一種？長戟大兜蟲 

6. 世界最大的鍬形蟲是哪一種？長頸鹿鉅鍬形蟲 

7. 世界最大的天牛是哪一種？南美大薄翅天牛 

8. 世界最重的兜蟲是哪一種？大象大兜蟲 

9. 請寫出 2 種蝴蝶溫室內的蝴蝶？大白斑蝶、大鳳蝶 

10. 請舉出 3 種鳥翼蝶？維多利亞鳥翼蝶、極樂天堂鳥翼蝶、紅鳥翼蝶 

11. 請舉出 3 種水生昆蟲？水黽 、負子蟲、大田鼈 

12. 最大的水生昆蟲是哪一種？大田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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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畫出一隻令你印象深刻的昆蟲                    紀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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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車籠埔斷層保存館樣本學習單「斷層館歷險記」 

正面:（原尺寸：A4） 

  

 
背面 : 

  



附錄八 車籠埔斷層保存館學習單「斷層館歷險記」 

           獎勵貼紙(三種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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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車籠埔斷層保存館樣本學習單「天天碳險趣」 

正面:（原尺寸：A4 ； 形式:上下摺成三分之ㄧ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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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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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車籠埔斷層保存館學習單獎勵貼紙(三種款式) 

 

 

 

 

 



附錄十ㄧ 地震工程教育館樣本學習單「就是震不倒」 

正面:（原尺寸：A4；形式:摺成四分之ㄧ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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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 

 

 

 131



 132

附錄十二 影像館樣本學習單「過去進行式」 

正面:（原尺寸：28cm x 28cm；形式:摺成正方形四分之ㄧ等份） 

 

 

 

 

 

 

 

 



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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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 防災教育館樣本學習單「防災小尖兵小四~小六」 

（原尺寸：A3；形式:摺成八分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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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 
正面:（原尺寸：A3 ； 形式:左右摺成三分之ㄧ等份） 

 

 

 

 

 

 

 

 

 
 
 

 
 
 
 

背面: 

 
 
 
 
 
 
 
 
 

十四 防災教育館樣本學習單「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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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兩面: 

 

五「環境保護」的參考指南（原尺寸：A4 的二分之ㄧ）正反


	97555521-1
	97555521-2
	975555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