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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館校結合-科學教育」論壇是由大陸中國科普研究所主辦，其目的在於探討及交

流如何在科學教育方面促進科普場館與學校的合作，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自 2009

年至 2011 年已連續舉辦過三屆論壇，搭起兩岸四地科學教育領域交流的平台，並促

進科普場館與學校教育之間的深度交流與合作。本計畫為該所邀請本館派員出席論

壇分享館校合作經驗，本報告內容針對出席論壇之收獲，以及參訪博物館等兩方面

提出心得與建議，包含本館之館校合作實踐經驗極受肯定，後續可持續進行深化與

交流；大陸科普場館建設成長快速，為本館合作與推廣機會；大陸博物館硬體建設

頗具特色，值得國內學習等。

關鍵詞：博物館與學校、博物館教育、非制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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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

「館校結合-科學教育」論壇是由大陸中國科普研究所主辦，其目的在於探討及

交流如何在科學教育方面促進科普場館與學校的合作，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自2009

年至2011年已連續舉辦過三屆論壇，搭起兩岸四地科學教育領域交流的平台，並促進

科普場館與學校教育之間的深度交流與合作。

為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與交流，提昇科普場館的科學教育功能，加強科普

場館與學校的科學教育的合作，2012年第四屆論壇在11月15-17日，由中國科普研究

所與位於廣州市的廣東科學中心合作舉辦。

本館同仁受邀於本屆論壇分享本館與各級學校之間合作的實施經驗，邀請函如附

一。由陳訓祥館長於會議中進行「創意求變‧潛能無限－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館

校合作實踐經驗」專題報告，內容詳如附錄二。簡言之，本次與會目的如下：

一、發表論文，增進博物館專業知能之交流與成長。

二、參與相關研討、學習及交流活動，經營合作關係。

三、參觀鄰近博物館及文化設施，吸取相關經營管理經驗。

貳、出席論壇過程

依據論壇議程，本館出席人員陳訓祥館長及王啟祥副研究員原訂行程如表 1 所

示，惟陳館長因另有要公處理，出國時間改為 11 月 16 日至 18 日，王啟祥則依原訂

行程出席論壇。其中，承辦之廣東科學中心並於 11 月 15 日安排該館展教人員與本館

王啟祥副研究員進行深度座談，進行兩館之間科學教育推展業務之交流。

表 1 出席論壇行程表

日期/星期 活動內容 備註

11/14 日（週三） 去程(高雄-廣東)及準備日 香港轉機

11/15 日（週四） 報到及交流活動

11/16 日（週五） 論文發表及參加研討

11/17 日（週六） 參觀廣東省博物館

11/18 日（週日） 回程(廣州-高雄) 香港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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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館科學教育推展座談

11 月 15 日廣東科學中心利用本館同仁參加此次論壇機會，安排該館展教人員

與本館王啟祥副研究員座談，以期增進雙方之科教業務交流與合作。

二、參與論壇情況

本次論壇主要議題包含如下：

(一)結合學校教育的科普主題活動策劃。

(二)結合學校教育的科普資源包設計。

(三)科普場館在科學教師培訓中的作用。

(四)新媒體在館校結合科學教育中的應用。

(五)館校結合科學教育視角下的流動科技館。

(六)館校結合科學教育相關研究。

圖 1 及圖 2 廣東科學中心安排展教人員與本館王啟祥副研究員座談情況

圖 3 及圖 4 中國科普研究所任福君所長主持論壇開幕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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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廣東科學中心王可煒主任致詞 圖 6 澳門科學館展教部梁思聰經理
發表論文

圖 7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普部辛兵
副部長發表論文

圖 8 香港科學館黃耀華助理館長發
表論文

圖 9 本館陳訓祥館長接受當地媒體
專訪

圖 10 廣東科學中心王可煒主任主持
本館陳訓祥館長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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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參訪

本館同仁利用本次論壇空檔參訪主辦單位廣東科學中心，以及論壇安排參觀廣

東省博物館。過程簡要說明如下：

(一)廣東科學中心

廣東科學中心佔地 45 萬平方公尺，館區非常大，館內空間也極寬敞。展示內

容包含「實驗與發現館」、「綠色家園館」、「交通世界館」、「數碼世界館」、「感知與

思維館」、「兒童天地館」、「人與健康館」以及「飛天之夢館」等主題。

圖 11 本館陳訓祥館長進行論文發表

圖 13 及圖 14 廣東科學中心外觀

圖 12 本館陳訓祥館長發表論文後，

與會者熱烈交流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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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廣東科學中心展廳內部一景

圖 15 及圖 16 廣東科學中心內部一景及服務台

圖 18 法拉第實驗展示

圖 19 該中心自策的達文西特展 圖 20 牛頓色散實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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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東省博物館

本次論壇安排參觀廣東省博物館，不過參訪時間很短，只有 1小時，所以無法

更深入瞭解該館，不過本館同仁對於該館之外觀、建築體與內部空間，都留下深刻

印象。

圖 25 及圖 26 廣東省博物館內部一景及中華文化相關主題展廳一景

圖 23 及圖 24 廣東省博物館展廳內部一景及展示內容

圖 21 及圖 22 廣東省博物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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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本館人員出席本屆論壇心得與建議，分項說明如下。

一、本館之館校合作實踐經驗極受肯定，後續可持續進行深化與交流

此次本館參與館校合作論壇分享經驗，從陳館長發表後與會者的反應與提問，

以及論壇後廣東科學中心持續提出透過視訊會議，進行討論與交流等現象，可知本

館經驗獲得與會者的高度肯定，而本館所發表之論文內容與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

地區之博物館相比，本館之館校合作經驗及方式在深度與廣度方面都較為豐富多

元，為本館館校合作之特色。許多與會者於陳館長發表後，均表示希望多向本館學

習與交流。因此，本館參與本次論壇對於提昇本館形象與知名度具有相當的助益，

也為後續本館與大陸地區科普場館與相關機構之交流奠定更厚實基礎。

二、大陸科普場館建設成長快速，為本館合作與推廣機會

依據論壇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普部辛兵副部長發表的論文內容，近幾年來

大陸地區將大量興建科技館，其目標是每一百萬人口的城市將興建一座科技館，因

此，科普場館在大陸地區的數量將十分快速的成長。

不過，從筆者參訪廣東科學中心的經驗，以及與該館展教人員的座談交流發現，

雖然大陸科技館的建設，在館所的建築數量上快速增加，但在展示內容及教育活動

方面，對於設計的製作與開發，以及教育活動的規劃與實施方面，仍有相當成長空

間。本館與大陸、香港及澳門之博物館相較而言，在展示內容及教育活動設計製作

與開發能力，相對較有經驗與能力，過去有曾有本館自策的「泡麵特展」移展到廣

東科學中心之前例。因此，後續可藉此機會與大陸、香港及澳門相關之博物館進行

交流與合作。具體而言，本館可透過雙方資訊流通機制，增進本館展示與教育活動

的合作，例如巡迴展、共同策展、透過大陸科技館舉辦中小學生來臺教育參訪(冬夏

令營等)，以及吸引大陸科技館相關業務人員到館參觀及進行交流，增進博物館同業

與陸客觀眾到館參觀。

三、博物館硬體建設頗具特色，值得國內學習

此次參訪廣東科學中心與廣東省博物館等兩座近年來大陸地區興建之新博物

館，這兩所博物館的建築都相當具有特色，包含其建築外型設計、內部空間具有自

然通風之設計，以及利用太陽能及自然採光，減少能源使用之節能設計等，均可為

後續國內博物館建設之參考。此外，從廣東科學中心自策的達文西特展的空間運用、

展示配置與展示內容，可見該館展示之策展能力仍有相當成長空間，不過該館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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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發現館」展示內容，將歷史上重要的科學實驗，設計成觀眾可操作、探索的展

示單元，此部份展示為國內外科學博物館中，較少見的展示方式與內容，相當具有

特色，值得國內博物館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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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 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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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發表論文

創意求變‧潛能無限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館校合作實踐經驗

王啟祥、陳訓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

摘要 博物館與學校在目標、對象、內容有其共通性，雙方的合作關係在西方博物

館事業的發展上已有百年的歷史。發展至今，已具有各種型態的合作或夥伴關係。

不過，世界各地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形式與作法，因為博物館與學校所處的社會環

境、文化與教育制度等不同，發展出許多不同的作法，並不能完全的採用。例如美

國的博物館與學校合作的博物館學校(museum school)、博物館特許學校(museum charter

school)等型態，在臺灣地區因學校教育制度的不同，便無法採用相同的作法。簡言之，

館校合作仍需有在地的作法。此外，館校合作是落實博物館功能的重要一環，應該

在館務經營的整體思維下推動。本文分享科工館的館校合作實踐經驗，首先概略評

析臺灣地區館校合作的情況，指出實務面具有單向性的合作模式、侷限性的合作內

容、狹隘性的互動對象等特性，本文認為館校合作應該跳脫傳統思維，從更全面的

視野來規劃、策動，以收整體綜效；其次，歸納、整理科工館推動館校合作的理念、

概念架構、方式、內涵與特色，提供博物館界參考。

關鍵詞 博物館教育、館校合作、非制式科學教育

壹、前言

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育在學習環境、資源、方式、時間等方面雖有所不同，但

是，兩者在某些部份有其共通性。首先是兩者的目標一致，科學博物館的功能在促

進民眾科學素養，與學校科學教育的目標一致。其次是兩者的對象重疊，科學博物

館的觀眾中大多數為各級學校師生，其中又以中小學生為最多。再者，雙方的教育

內容相通，科學博物館的展示或教育活動內容，與各級學校的科學課程內容有相當

的互補性。因此，博物館與學校在教育功能上有相輔相成、互補雙贏的潛能，而這

些特性也成為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基礎。

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關係在西方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上已有百年的歷史，從 19 世

紀末、20 世紀初萌芽期階段，以服務中小學校團體為主的關係；歷經 1960、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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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發展；而至本世紀初期的蓬勃期，博物館與各級學校之間已具有各種形態的

合作或夥伴關係，包含社區博物館學校(museum school)、博物館特許學校(museum

charter school)、第三機構促成等等型態(Barragree，2007；Chen，2007；廖敦如，2005；

謝文和，2000；劉婉珍，2002)。不過，在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世界各地博物館與

學校的合作形式與作法，因為博物館與學校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與教育制度等不

同，發展出許多不同的作法，並不能完全直接的應用，例如美國的博物館與學校合

作的博物館學校、博物館特許學校等型態，在臺灣地區因學校教育制度的不同，便

無法採用相同的作法。簡言之，館校合作之進行需有在地的作法。

臺灣地區的博物館事業在 1970 年代末期開始發展，近 40 年來，博物館與學校的

合作關係也越來越密切。其中，位在高雄市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

自 1997 年開館以來，即相當注重與各級學校的互助合作關係。15 年來，在館校合作

實務上有許多創新的作法，本文歸納、分享這些實務作法與經驗，首先，概略評析

臺灣地區近 10 餘年來館校合作的方向與作法，其次，歸納、整理科工館開館以來館

校合作的理念、概念架構、各項實施方式與特色，提供博物館界參考。

貳、過去臺灣地區館校合作的評析

臺灣地區的博物館事業雖然自 1970 年代開始迅速發展，但是關於博物館與學校

合作議題的探討與實務發展，則是近 10 餘年才有比較大的進展。相關的研究或論述

例如于瑞珍(2005)；黃梅君(2009) ；廖敦如(2005)；劉婉珍(1997、2002) ；謝文和(2000)。

而館校合作實務的推廣，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博物館界也陸續舉辦多次「博物館與

學校合作」的研討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98、2000；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2004)，

以促進這方面的發展，研討的議題主要為博物館與學校合作教學、教師帶領學生到

博物館教學的角色與活動單設計、學生如何運用博物館進行研究、教師對博物館教

育的期望、學校與博物館如何配合等等。目前，臺灣地區各類博物館也都相當重視

與學校的合作關係，有些博物館(例如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甚至在其網站上設置

「 博 物 館 與 學 校 專 區 」， 提 供 學 校 參 考 運 用 ( 參 見

http://www.nmp.gov.tw/educiation01.html)。

不過，綜合上述臺灣地區過去館校合作的論述與實務，本文發現仍有相當發展

空間。首先，在觀念上，大部份館校合作的概念論述僅限於以中小學師生的教育活

動或教學資源。例如廖敦如(2005)認為「館校合作」是指博物館與學校合作教學的關

係，它是一種長期性的互動，彼此有共同承諾及共同目標，在互動過程中，能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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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上相互配合的一種型態。因此，在館校合作的落實方面便有以下的特性:

一、單向性的合作模式

博物館與學校的互動型態，仍以博物館是提供者、學校是接受者的模式為主，

博物館是供應者，而學校是消費者的型態。這種模式是由博物館主導的服務，提供

學校團體參觀導覽、參觀活動單、教育活動、教材教具外借、到校服務等等，扮演

輔助學校教學的工具角色，學校大多是被動的接受者。

二、侷限性的合作內容

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以教育活動為主，在活動方式上，以學校團體參觀導覽最

為普遍，以及教師研習、參觀前後教材或活動、教材教具外借、到校服務等。

三、狹隘性的互動對象

博物館與學校互動的對象，以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的師生為主，其中又以國小

學生最多。至於高中、大學及研究所等層級的學校互動與合作較少。

參、科工館館校合作的理念、架構與內涵

博物館的人力、物力、財力、場地等資源有限，不過服務的對象是不分年齡、

背景、地域的社會大眾，博物館要滿足各類觀眾需求，創造滿意的參觀經驗，已是

很艱難的任務，加以現代社會、科技、環境等變化日劇，博物館經營的各式挑戰與

競爭也越來越大。在這樣的環境下，現代博物館的經營需要有永續創新的思維，並

以顧客需求為導向，對外要不斷爭取、運用各式資源，持續以源源不絕的創意，應

用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務等面向，才能面對問題與困難，增進博物館存

在的功能與價值。

館校合作是整體博物館營運的重要一環，對於落實博物館功能與存在價值有相

當的影響。基於上述博物館經營的理念，科工館對於館校合作的推展也持續創新求

變，以主動、積極、開放的心態，透過各種管道瞭解教師與學校的需求，例如經由

意見調查、舉辦教師座談會、參與中小學校長會議等方式，溝通雙方的想法與需求，

並結合館校與外界各式資源，開拓館校合作的無限潛能。

一、科工館館校合作的概念架構

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內涵，過去雖然直接以教育活動為主，但誠如Barragree(2007）

所指出的，博物館與學校的夥伴關係是為達成特定目標，而存在於博物館和學校間

相互合作與責任的關係。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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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與學校關係之推展，不能只是坐等學校師生到館，博物館應主動整理與提供

相關資源，並在雙向關係中扮演誘導與啟發的角色(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84；靳知勤，1995)。李麗芳(1997)也指出，博物館與學校合作的其他方式，例如博

物館提供學生工讀或擔任志工，提供大專校院師生研究計畫協助等。簡言之，博物

館與學校應在符合雙方功能與需求下，積極推動各項合作方案。

綜合上述，科工館對於館校合作採取跳脫傳統思維，從更全面的視野來規劃、

策動，以收整體綜效。館校合作不應只限於教育活動方面，雙方可在蒐藏、研究、

展示、甚至服務等方面進行合作，對於博物館與學校的教育功能亦有直接或間接的

效益。例如，科工館運用大學捐贈之蒐藏品於相關展示，以及設置「開放式典藏庫」

進行展示與推廣活動，對於中小學生也具有科學教育的功能。此外，科工館提供學

生志願服務(社會服務生、學生智工)之學習機會，透過服務前之專業訓練，以及服務

過程中與觀眾之互動等經驗，亦對學生有相當教育功能。

而事實上，科工館在籌建期間就開始建構與學校的合作關係，包含進行博物館

與師範校院合作模式的研究，在研究報告中便指出，博物館與大學可以在蒐藏、研

究、展示、教育、人力資源等方面進行合作(國立科學工藝博館籌備處，1995)。因此，

科工館與學校合作的推展基於上述的理念，整體的實踐架構如圖 1所示。換言之，

科工館與學校的合作關係，是雙方在共同促進科學素養的目標與需求下，除了運用

本身各自的資源外，也積極結合外在的政府其他部門、企業與其他非營利機構等各

式資源，促進各級學校與科工館在蒐藏、研究、展示、教育與服務等方面，透過專

業知能、教育資源、專業人力等交流合作，提昇雙方之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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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科工館館校合作推展之概念架構

依上述概念架構，科工館與各級學校的合作內涵，概述如下：

二、科工館與各級學校的合作內涵

科工館館校合作的學校包含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等各級學校，各

項合作內涵如下。

(一)科工館與大學(含研究所)間之合作

1.展示方面

專業知能 服務學習 教育資源

專業知能 學習活動 教學支援 學習資源

博物館

非制式科

學教育

學校

制式科學

教育

*蒐藏
*教育
*研究
*展示
*服務

*研究所
*大學
*高中
*國中
*國小
*幼兒園

雙向互惠
平等尊重
溝通參與

科學素養

能力
形成科學議題、
解釋科學現象、
使用科學舉證、
運用解決問題

知識
物理、化學、生
物、地科、及技術
等學科領域相關
概念之了解

態度
對科技相關議題
的關心、參與體認
環境永續發展之
個人義務

公部門：
教育部、國科會、水
利署、環保署、工研
院、工業局..

私部門：
中鋼集團、茂迪光
電、中華電信、東
元科技、南一書局

非營利部門：

陳水來、金鴻兒

童、翰林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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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提供科工館展示科技文物與內容，或合作舉辦展示。例如科工館與國立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合作推推出「阿波羅太陽能車」特展；與高雄醫學大學香料化

妝品系於科工館辦理畢業展。

(2)為特展規劃製作需要，運用大學教授專業知能，以委託大學教授進行展示內容

規劃專案研究計畫，例如委託中國古代鎖、生活科技(發明)特展展示內容規劃、

兒童科學園展示更新等。

(3)聘請大學教授協助展示內容之正確性與適切性的審查，以提昇展示的教育效

果。

2.教育推廣方面

(1)聘請大學教授進行科學教育競賽相關活動之規劃，例如科工館舉辦手擲飛機競

賽活動與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合作，進行活動規劃、評分方式和評分標準。

(2)科工館針對教師舉辦教師研習、或針對學生舉辦各類科學教育活動，聘請大學

教授擔任講師。

(3)關於活動教材、教具之設計製作，委託大學教授進行專題計畫，或請大學相關

教授協助指導，例如能源、機械、高溫超導等教具之製作。

(4)科工館與大學合作開設碩士學分班課程，例如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開設「科技

史」等課程。

(5)與大學合作舉辦教育活動，例如協助國立中央大學辦理 2012 海峽兩岸力學交

流暨中學生力學競賽夏令營活動；協助中華創意發展協會及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舉辦 2012 GreenMech 機關王競賽活動。

3.蒐藏方面

(1)科工館委託大學教授進行典藏政策與管理制度之建構，以及典藏文物之研究。

(2)相關大學科系研究生以科工館典藏文物為研究課題，協助進行物件研究。

(3)大學捐贈科工館具典藏價值之研究、教學設備或文物，豐富科工館館藏。例如

國立成功大學顏鴻森教授捐贈古早鎖予科工館蒐藏、展示。國立臺灣大學物

理系所捐贈「理學電機株式會社X-光機」。

4.學術研究方面

(1)科工館與大學共同舉辦博物館學、科學教育、海洋教育等主題之學術研討活動。

(2)科工館委託大學進行博物館經營相關之研究。

(3)科工館研究人員與大學合作進行教育部或國科會等單位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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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工館研究人員指導、審查大學碩士或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5)大學相關系所教授指導科工館研究人員進行學術研究。

5.其他方面

(1)科工館與相關大學系所合作提供大學生課程實習機會，以及具有學分的服務學

習課程。此外，並運用大學科學相關系所研究生擔任「學生智工」，協助科

工館導覽解說工作。

(2)科工館與大學簽署策略聯盟，進行合作開設大學課程，例如科工館在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開設「博物館探索」的通識課程。此外，並進行彼此資源共享，例

如場地、人力、設備等。

(二)科工館與中小學間之合作

科工館與中小學之合作互動，除了提供學生團體參觀導覽、舉辦教師研習等

方式外，其他合作方式如下：

1.展示方面

（1）科工館邀請中小學教師參與展示規劃、以及說明文之適切性審查，以增進

展示內容、說明文適合中小學生，同時增進與學校課程之配合。

(2)科工館相關展示移撥或巡迴中小學，繼續發揮教育功能，例如移撥高雄市加

昌國小「樹木樹人特展」等展品。

2.教育推廣方面

(1)科工館設計學校團體參觀展示活動單，邀請學校相關科目教師參與，以增進

活動單之趣味性與教育性。

(2)科工館舉辦教育活動之規劃，包含學生冬夏令營、師生之研習活動等，邀請

中小學教師參與規劃及擔任講師。

(3)配合中小學資優班之課程，規劃舉辦專題活動，提供資優學生更多科學學習

機會與資源。

(4)針對偏遠地區中小學校提供到校服務，包含部落科學實驗站、科學扎根、環

境教育巡迴車、到校闖關活動等，以及配合學校校慶等活動，提供教育活

動。

(5)為增加鄰近學校學生對科工館的喜愛，促進其參與科工館活動及運用博物館

資源之意願，例如與高雄市立正興國中科學社團開發「科學練功房」科教

活動，課程涵蓋物理、化學、生物及研究技巧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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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工館同仁至中小學進行「博物館利用教育研習」推廣活動。

3.其他方面

(1)科工館大銀幕電影院選片評量工作，邀請中小學師生參與提供意見。

(2)科工館建立「社會服務學生作業管理要點」，提供國中以上學生志願服務學習

機會。

(三)科工館與幼兒園間之合作

(1)建立「科工友園」制度，強化雙方之溝通，並提供參觀優惠措施。

(2)配合「兒童科學園」展示廳，規劃舉辦幼兒團體教育活動。並邀請幼兒園教師

參與兒童科學園展示內容更新、教育活動規劃。

(3)針對幼兒規劃舉辦暑假科學營活動。

(4)針對未來幼兒園教師進行如何運用科工館資源進行科學教學研習活動，例如輔

英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學系協調科工館提供幼兒園教師如何運用科工館資源

進行科學教學的介紹。

(5)運用大學幼兒保育系學生協助舉辦科工館幼兒科學教育活動。

(四)透過學校以外單位促成的合作

前述有關西方博物館界由第三機構促成之館校合作形態，科工館亦積極結合館

外其他公部門單位、企業等私部門，以及文教基金會等非營利部門資源，共同推展

館校合作。各類單位與合作內涵如下。

1.公部門促成之館校合作

(1)教育部專案補助之計畫

例如協辦針對高中生的「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新世紀領導

人才第 11 期南三區初階培育營」活動；針對偏遠地區學童之「原鄉學童及其家

庭參訪博物館」計畫；針對大學、高中等學生，以及教師的「能源科技創意競賽

暨計畫成果展示」計畫。

(2)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計畫

例如「輔助偏遠地區科學實驗站教具研發與推廣計畫」；「動手動腦玩科學

科普系列活動」舉辦高中女學生到館進行科學研習活動，以及教師研習活動；針

對國小及國中學生的「科學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博物館輔助課程開發、實施與評量」

計畫；「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針對女高中生辦理「撫今追昔—未來

女科技人科學營」；「奈米國家型科技人才培育整合平台計畫-奈米科普推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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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針對弱勢學童及小學生舉辦奈米動手做活動；國科會補助進行高中女學生

科學解說員培訓營活動等等。

(3)與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合作之活動

例如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合作舉辦中小學「科學園遊會」、「中小學科展」等；

與彰化縣政府合作「全國科展科學教育博覽會」；與嘉義市政府合作「創意諸羅

城科學 168」科學及創造力博覽會主題特展。

(4)其他政府單位合作計畫

包含行政院青輔會「101 年度大專生公部門見習推動計畫」；經濟部工業局補

助「臺灣工業史蹟館」展示規劃製作；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補助「防疫戰鬥營」常

設展規劃製作；與水利署、工研院合作於暑假期間辦理節約用水夏令營活動；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土石流不流-石林壩主爭奪戰」科教活動。

2.私部門促成之館校合作

(1)中鋼集團補助於本館「氣候變遷展示廳」建置「永恆的志業~為地球減壓:中鋼展

示專區」，展現該集團在面對氣候變遷上「減緩」和「調適」的作為，實踐「清

潔生產」、「永續發展」為地球減壓的目的；另外補助進行「環境教育巡迴車建

置與推廣計畫」，巡迴高雄市偏遠地區國小進行環境教育動手做活動。

(2)中華電信公司補助「電信@台灣」常設展規劃製作呈現台灣電信130年來的發展

歷程；以及補助「愛無上限-弱勢兒童圓夢」計畫，邀請弱勢兒童到館參訪，提

供接受科普教育的機會。

(3)茂迪公司專案合作計畫，針對大學生舉辦進行「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

意競賽」。

(4)與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針對國小學童辦理「小小化學家活動」夏令

營活動。

(5)世紀奧美公關公司、中鋼公司等企業贊助科工館「大手牽小手-弱勢兒童圓夢計

畫」，補助弱勢家庭學生參訪科工館。

(6)與南一書局舉辦中小學教師研習活動。

3.非營利部門促成之館校合作

(1)陳水來文教基金會贊助科工館辦理「科學饗宴主題活動─科學趴趴GO」計畫，

補助學校到館參訪經費，包含科工館展示廳、立體電影、科學動手做活動費用。

(2)金鴻兒童文教基金會補助「科學巡禮Happy Go 活動」，補助新移民學童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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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偏遠地區國小師生參訪科工館。安排參觀科工館各展示廳、立體電影院及科

學動手做活動外，另將補助低收入戶學童參加科工館夏令營活動，增強弱勢學

童對科學知能的認識與興趣。

肆、科工館館校合作實踐的特色

從上述科工館館校合作推展的方式與內涵的概略介紹，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特

色。

一、合作之進行以雙向互惠為原則，達到多贏效果。

不同於過去單向性的館校合作方式，科工館與各級學校之合作具有雙方共同參

與、資源共享、互利互惠的特性，對於博物館、學校、教師及學生，甚至其他參與

的企業與非營利機構都能共榮互惠，產生多贏的綜效。

二、合作之對象包含教師、學生、教育行政、企業等多元對象與方式。

過去館校合作以國中小學教師與學生為主，特別是針對國小學生的活動與教師

研習。從上述科工館的館校合作內涵可見，合作對象擴大至大學教授、高中學生、

教育局處與企業等單位與對象。

三、合作之學校包含幼兒園、國中小學、高中、大學、研究所等各層級學校。

無論就博物館教育或學校教育而言，館校合作不應只限於國中小學層級。科工

館館校合作的推展，抱持主動、積極、開放的態度，開拓與各級學校的合作。

四、合作之進行結合博物館、學校，以及其他公私部門資源。

博物館與學校本身的資源有限，但挑戰與競爭越來越多，兩者都需爭取更多社

會資源。科工館館校合作方面，亦積極爭取公、私與第三部門資源，從上述可見已

初具成果。

五、合作之內容涵蓋博物館之展示、蒐藏、教育、研究及觀眾服務等核心工作。

館校合作具有相當發展空間，不應只限於教育活動、教材、教師成長等內容。

從上述科工館館校合作的實踐可見，博物館的經營管理各項工作都有與學校合作互

動的空間。因此，雙方應抱持開放的心態，在彼此平等、互惠原則下，積極溝通、

參與來促成雙方的合作。

伍、結語

博物館與學校合作的可能性與理想，已為世界各地博物館、學校與社會等各界

認同，館校合作的重要性與需要，不言可喻。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實踐的問題。本

次第四屆「館校結合-科學教育」論壇，彰顯出大陸地區博物館界在館校合作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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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層次落實到「行動」層次的旺盛企圖心。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地區與西方

世界博物館，雖然在館校合作的方式與內容不斷推陳出新，不過，仍有相當的發展

潛能。從實務面來看，各地博物館與學校的合作形式與作法，需要在博物館與學校

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與教育制度、雙方之功能與需求等基礎上，發展出屬於在地

的不同作法。本文概略介紹科工館在館校合作的經營思維、實踐架構、各項作法與

特色，礙於篇幅限制，許多館校合作方式與內容的細節，無法一一細述，期待後續

雙方能繼續互相切磋，激盪出更多可行的想法與作法，增進雙方在博物館與學校的

合作，提昇博物館的教育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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