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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科學中心協會每年舉辦的研討會是各博物館，以及個人會員之間很重要的

交流與互動管道，本次研討會是該協會成立以來第 12 次的研討會，會議從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1 日止，承辦單位為新加坡科學中心(Science Centre Singapore)。本館

同仁于瑞珍及王啟祥運用國科會補助計畫經費與成果，研提論文發表。本報告就研

討會與參訪新加坡科學中心兩方面提出心得與建議，包含研討會之科學秀(Science

show)觀摩與觀眾評量專業團體（Evalu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簡稱 ESIG）之特

色與意義；以及新加坡科學中心在展示與環境營造、專業教室與學校教育之合作等

特色，提供本館及國內博物館界參考。

關鍵詞：非制式學習、科學教育、觀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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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的

亞太科學中心協會(The Asia Pacific Network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entres，簡

稱 ASPAC)成立於 1997 年，目的在於促進亞太地區之科學中心、科學博物館，以及

透過互動方式鼓勵非制式學習的其他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成立至今，該協會已

有 20 個國家的會員參與，其中，除了亞洲及紐西蘭、澳洲等各國的會員外，還包括

來自北美的美國及加拿大；歐洲的德國、英國、法國、芬蘭，以及中東等地區多所

著名的科學中心、科學博物館、兒童博物館， 以及展示設計製作公司等類機構。因

此，雖然名為「亞太」科學中心協會，但實質上也是跨區域的博物館國際組織(參見

http://www.aspacnet.org/index.html)。

亞太科學中心協會每年舉辦的研討會是各博物館，以及個人會員之間主要的交

流與互動管道，本次研討會是該協會成立以來第 15 次的研討會，會議從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21 日止，承辦單位為新加坡科學中心(Science Centre Singapore)。

本館同仁于瑞珍及王啟祥運用國科會計畫經費與成果研提論文發表，于瑞珍研究

員發表論文題目為「高中女學生專屬之科學學習活動」（A unique science program for

senior high school female students），王啟祥副研究員於會議中發表「促進社會大眾對

新科技的瞭解：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奈米科普推廣計畫」(Engaging visitors in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The Nanotechnology Education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Taiwan)，論文內容詳如附錄一與附錄二。簡言之，

本次與會目的如下：

一、發表論文，增進博物館科普教育推廣專業知能之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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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討會過程與心得建議

一、參與研討會過程

依研討會議程安排，本館人員行程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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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館人員出席會議行程表

日期/星期 活動內容 備註

4/17 日（週二） 去程(高雄-新加坡)及準備日

4/18 日（週三） 參加發表論文、分組研討等議程

4/19 日（週四） 參加發表論文、分組研討等議程

4/20 日（週五） 參加發表論文、分組研討等議程

4/21 日（週六） 參加會議、閉幕及回程(新加坡-高雄)

基於科學對於經濟及人類生活的影響極其巨大，科學中心在連結人類與科學的

關係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而，科學中心正處在前所未有的變化，例如觀眾需求

越加複雜；越來越數位化的生活環境；博物館的經費越來越少，各種挑戰越來越大。

值得思考的是過去 40 餘年來，科學中心的經營模式與發展是否依然可行，或者需要

如何的改變呢。2012 年研討會的主題訂為「再造」(reinvention)，探討科學中心如何

在不斷變化的科技和迅速變化的全球發展趨勢下，不斷創新，以發揮存在的價值與

功能。

本次研討會以科學中心的再造為主要議題，再依據主議題細分為三個次議題，

分別為相關的科學(relevant science )、獨特的科學(unique science)、新世代的科學(new

generation science)。5 天的研討會透過會前工作坊、專題演講、論壇及分組論文發表

與討論等多元、活潑的方式進行研討。各次議題之研討內容安排如表 2所示。

表 2 研討議題與內容

研討議題 研討內容
相關的科學 科學博物館與學校、教師及科學家的合作

博物館間、及與社區的合作與夥伴關係
增進科學家與社會及學生的關係
如何增進民眾災害危機的意識與準備

科學演示的相關性與親近性

如何調適外在環境的變化
科學嘉年華活動經驗分享
對於八歲以下的兒童的遊戲式學習

獨特的科學 遺址的創意使用

展示經驗的再造

展示、商品及設備的行銷

科學演示活動交流

國際博物館間學生實習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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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觀眾接觸科學的新方式

整合學習形式與環境
新世代的科學 下階段的國際交流

再檢視整體觀眾經驗
展示設計及新的觀眾經驗
運用新工具、新科技與策略

藝術與科學

虛擬展示與線上合作
發展、規劃與行銷巡迴展
虛擬實境與立體內容

二、參與研討會心得與建議

本次大會安排三場專題演講，分別為 Low Teck Seng（新加坡的技術和研究中心

常務董事）、孫維新（臺灣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以及Kerry Sieh（新加坡地球

觀測站主任）。專題演講內容圍繞在創造科學、創意科學以及創新科學等主軸。Low

Teck Seng 從全球化的角度，關注經濟以及人類未來跟科學的關係，科學如何創造未

來人類的生活；孫維新館長則以「知識的樂趣」角度，結合藝術與舞台，用一種嶄

新的創意，傳達科學的故事，讓與會者也體會到科學知識原來可以這麼有趣；Kerry

Sieh 則從地球環境變遷，全球暖化的角度，提醒人類未來必須朝向以創新的科學方

法，解決未來的難題。綜觀專題演講的內容，全球的科學中心莫不扮演著環境、社

會與科學之間的橋樑，希望提升整體人類對於地球的關心，由科學的角度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在這個跨領域與合作的年代，必須結合所有的力量，共同對抗地球暖化

的危機。

本次的研討會與過去幾年不同的特色有三點，一是研討會邀請臺灣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進行 1 場專題演講，主題是知識的樂趣，獲得很大的迴響；二

是本次研討會特別安排幾個科學中心的科學秀(Science Show)活動彼此觀摩學習，極

具參考價值；三是該協會在今年成立觀眾評量專業團體（Evalu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簡稱 ESIG），相當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一)孫維新館長「知識的樂趣」專題演講

呼應本次研討會的主題「再造」，孫館長以其在臺灣舉辦國科會「科學季」與「仰

觀蒼穹四百年：伽利略的一生」等活動為案例，分享科學博物館的科普推廣方式，

可以透過科學結合藝術、歷史的途徑，介紹科學家及其發現的原理。例如「仰觀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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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四百年：伽利略的一生」結合戲劇、舞蹈、人聲合唱團和影像多媒體的戶外跨領

域天文劇場，重現四百年前偉大的比薩斜塔落體實驗，讓科學知識的學習可以透過

藝術化、趣味化的方式，讓社會大眾可以更親近、更喜愛。從演講後聽眾的反應可

以知道，孫館長的觀點與推廣經驗獲得與會人員很高的認同，澳門科學館葉賜權館

長就表示，這是他後續也想做的事。

圖 1 孫維新館長專題演講(王啟祥 攝)

(二)科學秀觀摩研討活動

本次研討會中安排一場約 3 小時的科學秀研討活動，由日本未來館(Miraikan)、

馬來西亞 Petrosains 科學館、澳洲伯斯的 Scitech 科學中心、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澳洲坎培拉的 Questacon 科學中心等單位的同仁，分享他們設

計的科學秀活動，這些科學秀的主題包含仿生學、牛頓定理、化學、彈道學、味覺

等。筆者們在現場參加之後，覺得這些科學秀活動有幾項特色，值得國內博物館規

劃科學演示等教育活動參考。

1.首先是活動的主題與日常生活相關，活動內容的規劃可以利用實際的動植物或物品

進行演示與觀察，再透過原理的說明，兼具知識性、趣味性與實用性。

2.其次是活動的進行邀請觀眾參與。演示人員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並不是單向對觀眾自

說自唱，而是儘量安排觀眾協助與參與，增加與觀眾的互動，進而提升觀眾的興趣

與投入程度。這樣的活動方式可提升與觀眾的互動性、趣味性與教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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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演示活動邀請觀眾參與及互動 (王啟祥 攝)

3.科學演示的教材，除了提供實物的觀察與操作外，配合投影機的使用，可以進一

步強化原理的說明，活動所要傳遞的內容也會更明白深入。

圖 3 科學秀以實物同時搭配投影機解說(王啟祥 攝)

(三) 觀眾評量專業團體的成立(ESIG)

本專業團體的成立意味博物館觀眾研究在亞太科學中心協會受到的重視。在今

年研討會中特別舉辦歷史性的第 1 次成立會議，參加者除了筆者們之外，還包括來

自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英國、澳洲、泰國等國的與會人員，大家共同討論本

專業團體的運作與溝通分享方式，最後決議先利用 Google+建立 ASPAC ESIG 平台分

享研究文獻、工具、報告等資料，筆者們覺得很榮幸能參與本次會議。在這裏，特

別要介紹一下本觀眾評量專業團體得以成立與推動的關鍵人物，是馬來西亞

Petrosains 的學習研究中心主任 Mr. Daneil Loy，以及任職新加坡科學中心的亞太科學

中心協會執行秘書 Mr. Andrew Giger，在他們的連繫推動下本專業團體順利成立，在

Google+建立的 ASPAC ESIG 平台也在研討會後馬上設立，有興趣的國內博物館同好

可參閱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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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觀眾評量專業團體(ESIG)成立會議，左五為 Mr. Daneil Loy，右一為

亞太科學中心協會執行秘書 Mr. Andrew Giger (王啟祥 攝)

本館人員參與本次研討會後，收獲良多，藉此機會提出兩點建議給予國

內博物館及相關單位參考。第一，本次研討會透過專題演講、論文發表與論

壇等活動，提供與會人員許多思考的方向與實際作法，包含博物館如何與學

校、教師、科學家，以及社區的合作與夥伴關係；國際博物館間如何在展示、

行銷、學生實習、觀眾研究等方面之交流合作；博物館可以透過跨領域的創

意，增進展示、教育活動的獨特性與吸引力等。本館及國內博物館界可從中

吸取經驗與創意，應用於博物館之營運。

第二，本館同仁歷次參加亞太科學中心協會研討會，在人際與資訊交流、

博物館參訪學習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經驗，在此也鼓勵國內博物館同好們踴躍參

加後續的研討會。2013 年研討會將由位在韓國大田的國立科學博物館(National

Science Museum of Korea, Daejeon, Korea)於 5 月 6 日至 10 日舉行，有興趣的朋友

們可預先規劃準備。

參、參訪博物館過程及心得建議

本次會議安排在新加坡科學中心舉行，本館與會人員於會議空檔參觀該中心，

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展示方面的特色

1.展示主題多元

該中心的展示空間雖不大，但展示內容多元，包含地球科學、海洋生物、太空、

數學、生命科學、聲音、火等主題，可提供民眾豐富多元的參觀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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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及圖 6 新加坡科學中心的多元展示內容 (王啟祥 攝)

2.展示型態操作性高

該中心的展示型態，無論主題為何，大多可動手操作或利用各種感官體驗的型

態呈現，因此給人新奇、有趣的感受，也比較有利於科學的學習。

圖 7 及圖 8 新加坡科學中心的操作性展示 (王啟祥 攝)

3.展品解說文字少，但以多語標示

該中心的展示手法鼓勵動手做操作、探索，與舊金山探索館(Exploratorium)的展

示型態很像，因此每個展示單元不會有很多的解說文字，希望參觀者藉由實際操作

中觀察、理解。有趣的是該中心的展示說明文以多語呈現，包含簡體中文、英文、

日文。新加坡包含印度、華人、馬來等多種族，融合多元文化的國家，使用的語言

以英語為主，也推行華語，因此，展示說明文有英文、中文、馬來文等語言，不難

理解，可是為什麼要加上日文？就不免令人納悶了，經詢問該中心同仁後，原來是

因為新加坡的日本觀光客很多，因此新加坡政府希望該中心的展示說明文能加上日

文，以服務日本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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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圖 10 及圖 11 新加坡科學中心展示的多語標示 (王啟祥 攝)

二、館內外環境的特色

觀眾親身走訪新加坡科學中心之後，對於該中心建築內外環境一定會有深刻印

象。

1.館內環境指標清楚

該中心主要展示廳之建築呈六邊型，內部參觀動線複雜，對初次參觀的觀眾而

言，可能會有不知所在何處的感覺，因此，館內的指標系統就很重要。所幸該中心

的指標位置、文字說明、色彩很明顯，觀眾可以藉由動線指標，方便參觀。

圖 12 及圖 13 新加坡科學中心的館內指標 (王啟祥 攝)

2.色彩豐富營造活潑氛圍

該中心內部的展示空間，不只展示品色彩豐富，在地板、牆壁等地方也運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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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色彩，營造出活潑的環境氛圍，對於觀眾而言，這樣活潑的環境比較不會產生單

調冷淡的感覺，參觀的心情也可能因此不同，進而影響參觀經驗。

圖 14 及圖 15 新加坡科學中心館內色彩豐富、氣氛活潑 (王啟祥 攝)

3.戶外科學展示與生態公園

新加坡是花園國度，戶外環境本就花木扶疏、充滿綠意。不過新加坡科學中

心的戶外環境還別有特色，在入口旁兩側設置戶外科學展示，名為運動花園(Kinetic

garden)，部分以水為主題，觀眾可以親身操作體會，此種展示型態與西雅圖科學

中心的戶外展示類似。

圖 16 及圖 17 新加坡科學中心館外的戶外展示 (王啟祥 攝)

此外，該中心還在戶外開闢一座生態有機公園，這座公園強調自然、有機，因

此，公園內不用人工方式影響動植物的生態與弱肉強食的自然現象。公園旁還建造

一間生態實驗室，作為舉辦生態主題活動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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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至 21 新加坡科學中心館外的生態公園 (王啟祥 攝)

三、與學校教育的合作

新加坡科學中心與各級學校在開發教材教具，以及學校團體到館研習方面，讓

筆者們特別印象深刻。該中心教育部門與學校合作開發課程相關主題的教材教具，

並運用這些教材教具在該中心進行推廣活動，或提供給其他學校教師配合課程教學

使用，雙方共同合作提升科學教育的效果。此外，該中心的科學教育設施也讓人印

象深刻，除了在戶外建有生態實驗室外，在館內的各樓層也都設有實驗室，例如 1

樓的 DNA 實驗室，以及 3 樓有六間以科學家命名的實驗室，作為舉辦教育活動的場

地，該中心運用這些實驗室，針對幼童至中學生，舉辦多樣的學校團體到館科學研

習活動。



11

圖 22 至 25 新加坡科學中心館內以科學家命名的實驗室 (王啟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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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 于瑞珍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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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王啟祥發表論文

1

Engaging visitors in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The Nanotechnology Education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Taiwan

Chi-Hsiang Wang, Jui-Chou Cheng ,Li-Chun Lin

19 April, 2012 ASPAC conferenc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grant # NSC 100-2120-S-006 -001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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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ase Ⅰ：
2003-2008

Integra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from K-12 to
university for seeded teachers
training

Developed several general
educational material for
nanotechnology education

Opened many
nanotechnology related
courses suitable for students
in each level

3

Phase Ⅱ：2009-2015

Develop curriculum by
fundamental research of
nanotechnology education

Establish the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 of Nano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knowledge of
science Teachers

Enrich the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

Seek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exp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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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platform for
popularising

Nanotechnology

Informal Nanotech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Including E-learning )

Festival of Nanotech
Education

Nanotech
exhibition (3years)

Framework for 2012-15

5

Nanotechnology Education at NSTM

NSTM

Working with
Industry

Hands-on
Demonstrations

Exhibition

Workshops

Seminars

Internet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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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hibition

7

Hands-on Demon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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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eminars

9

School Holiday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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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orking with Industry

11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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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eaching aids

13

Feedback from museum visitors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various
informal nanotechnology
activities on participants
Based on GLO’s

framework, Feedback
includes knowledge,
interest,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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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Exhibition –Nano World - July 5-31,

2011
•Data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 ( 300

samples from visitors)
•Data Analysis –SPSS software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15

Summary of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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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Science museums should make more use of the expertise, facilities and

experience they bring to populari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ind ways to
work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raining up future genera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Our work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science museums as they develop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ir roles as popular educators. The success of our work
has meant that we have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actively help formulate
national polic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creased funding has
allowed us to invest more in our own educational resources. We hope our work
encourages science museums to build on the excellent work they already do in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museums should try and marry their work in promo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s. With the
growing sophist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us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our modern society to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upon which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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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listening!
hsiang@mail.nstm.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