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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解日本科學博物館面對人口結構改變，高齡社會的學習需求因應，本次的參訪

研究行程於 2015 年 6 月 7 日前往東京進行六天的參訪活動。此行事先即與日本科學未

來館及國立科學博物館取得聯繫，說明拜訪目的及研究議題，透過交流瞭解該館的終身

教育理念及對高齡觀眾及志工的服務。另參訪科學技術館及 21_21 設計視野，這兩館以

豐富及著重美學的展示手法，促進科學傳播及民眾科學素養之提升，另運用友善環境提

高年長者的學習參與的可及性。經過實地參觀與人員交流後，彙整其科學博物館的高齡

者學習參與情形及人力運用，提出對國內科學博物館高齡學習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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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高齡社會的來臨，所面臨的社會挑戰是非常嚴峻的，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自2014年年

中，我國高齡人口數已超過281萬人，占總人口數的12%，人口老化的速度快速。未來國內

高齡人口將逐年增加。高齡教育的紮根、落實，是回應此現象的重要解決方案，而從策

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立場，高齡人力開發與運用，有助優化博物館人力資源供給。而充分

掌握銀髮產業生態與教育需求，同時發展高齡人力再利用，是博物館刻不容緩需積極推

動的業務項目。本研究將取法同樣也面臨高齡問題的日本，科學博物館對於高齡族群教

育推廣服務上的規劃方向與執行方式，同時了解相關博物館對於退休人力的運用規劃，

包含招募、訓練、服務內容等作法。考察結果預期增進對高齡族教育需求、活動方案規

劃主題、形式以及人力運用的了解，針對博物館銀髮人力、產業、教育、服務的推展能

明確掌握未來發展動向。 

貳、參訪博物館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出國參訪時間自104年6月7日（週日）至6月12日（週五），共6日。以日本東京4

座著名博物館為參訪重點，分別為日本科學未來館、竹橋的科學技術館、上野的國立科

學博物館，以及位於六本木中城的21_21設計視野(21_21 Design Sight)，這些博物館在東

京均具有相當之代表性，學習活動規劃及人力運用值得學習。出國參訪行程如表1 所

示。 

日期/星期 工作內容 

6/7 日（週日） 去程(高雄-東京)  

6/8 日（週一） 日本科學未來館 

6/9 日（週二） 科學技術館 

6/10 日（週三） 國立科學博物館 

6/11 日（週四） 21_21 設計視野 

6/12 日（週五） 回程(東京-高雄) 

 

一、 日本科學未來館 

日本科學未來館是以介紹尖端科技為主的博物館，於 2001 年開始營運，該館的展

示係以人類的未來趨勢為主軸，展場規劃分為「地球環境和國境」「技術革新和未來」、

「信息技術和社會」、「生命的科學和人」四個區域。其中心思想是創造紐帶，成為研究

人員、技術人員、媒體、志願者、未來館會員、入館者、行政機關、學校、其它科學館、

產業界，構築其關係網成為與社會之間的接口。展示的設計理念，展現出未來館對於串

起社會網路的努力，像是意見銀行(opinion bank)的互動裝置，提供參觀者科技議題，並

邀請參觀者針對「是否贊成在動物體內培植人類器官?」、「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看法?」

等議題提供看法。館方人員表示民眾在此提供的建議，將會被提供給相關研究單位，或

在制定公共政策時的被納入考量，是一個民眾在科技議題的公民參與管道。館內的展示

內容也是，傳達知識的同時也融入科學-科技-社會（STS）的理念，認識金屬的生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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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思考資源的有限性，喚起民眾對地球省思。該館也重視與外部資源的合作，提供

研究室及器材供大學等研究單位使用，並將共同研究成果規劃為展示讓民眾參觀。此外，

也辦理講座、研討會、科學交流員培訓等活動，培養相關人才讓科學博物館能成為相關

組織和人員的交流平台。 

 

圖 1 展示文可見到對社會資源的省思       圖 2 意見銀行讓民眾有表達的機會 

 

圖 3 提供研究室邀請外部資源共同研究     圖 4 與共同研究單位合作規劃的展示 

本次考察前已與該館國際部的知花理江子小姐取得聯繫並規劃參訪行程，拜訪當

日知花小姐先介紹未來館內部的展示及科學傳播員在館內的角色，並透過她的引薦訪談

館內的高齡志工。這名志工退休前的工作是機器人公司的工程師，因原工作單位曾與未

來館合作研究案，退休前已知道這裡有志工招募，退休選擇在該館服務已有 12 年了，

擔任志工的目的是希望能將所學及生命經驗傳遞給青年學子，退休後來服務能夠結交一

些朋友很快樂也讓自己有機會繼續成長。該館共有 300 為志工，每次在館內的服服志工

人數大約 16 人，一般來說非假日的志工大概都是高齡退休者，少數是家庭主婦，高齡

志工是館內的重要人力，該館多數擔任志工的狀況都還算穩定，館方通常會依其專長分

別安排引導觀眾、導覽或者操作機台等工作，志工人力的運用方式與本館很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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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與國際部知花理江子小姐合影 

      

圖 6 與受訪志工合影                圖 7 館內的科學交流員穿著白背心 

關於高齡學習參與的推動問題，知花小姐表示由於未來館是以介紹尖端科技的科學

館，適合成人觀賞，成人或高齡的參觀比例相較於其他館多，所以較少特別推廣成人或

高齡參與。這與過去認為長者較不喜歡新科技的刻板印象不同，實際觀察確實高齡參觀

者不少，在參訪及體驗的過程當中，無論是深海潛艦、太空艙、火箭推進器或者是生物

科技的展示，都時常可以看到參觀者，向在場的科學交流員或者志工詢問，參觀過程相

當用心。由於拜訪當日為非假日，參觀群眾以學校團體、高齡者、成人、親子為主，學

童或青少年較少。觀察學校團體參觀行為可以發現，學生的參觀該館的時間長達六個小

時，參觀過程仔細，會閱讀展示板文字、詢問現場的科學交流員或志工並填寫學習單。

其他的觀眾雖然沒有學習單，但參觀過程同樣仔細時間也長。這種學習精神與態度值得

我們省思與學習，早期的教育經驗是影響高齡者在晚年期，是否繼續參與學習活動的重

要因素 (林麗惠，2007)，在思考高齡教育的同時，或許也可以同時思考，如何養成未來

高齡者的良好的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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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志工引導民眾進入深海潛艦參觀      圖 9 志工間相互交流學習成長 

 

.  

圖 10-11 高齡團體前來參訪，向藍背心的志工問了許多問題，觀看的是火箭推進器展示 

 

 

圖 12 高齡的散客也相當多                  圖 13 宇宙天文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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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5 中學的戶外教學待在館內大約 6 小時，學生拿著學習單在館內參觀討論很熱烈 

二、 科學技術館 

科學技術館係由財團法人日本科學技術振興財團設立的，於 1964 年 4 月開館，是

日本最早的科學館之一，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北之丸公園內，計有宇宙．光的展示、人

間、通訊與計算機、新素材與能源、機械與技術等五大類別。展示手法結合時事也重視

體驗，著重看得到、摸得到、體驗得到，相當有趣且富變化性。科學技術館與日本多家

企業做結合，部分展示內容就是企業所開發的產品或產品的發展歷程，部分展示甚至秀

出品牌名稱，不避諱廣告之嫌，但或許也因此該館的展示多淺顯易懂且生活化。 

 
圖 16 企業商標四處可見               圖 17 核能發電的介紹趣味又淺顯易懂 

除了研究展示外，館內也安排有定時的現場實驗演示，這些活動大部分是由企業

所提供，以味之素公司所提供的味覺教室為例，講師首先介紹味覺、味道的概念及營養

素等，現場也提供湯品讓民眾體驗味道的差別，最還贈送體驗的小禮物，味之素的產品，

行銷結合教育。其他的活動還有液態氮的體驗、佳能公司的光學活動及大氣壓力等，活

動具生活化之特色也很受歡迎。 



6 

 

   

圖 16 由味之素公司所提供的「味覺教室」活動  圖 17 活動結束後贈送產品 

科學技術館自開館至今大約有 40 年的歷史，其建築物也算是較老舊，其網站上就

直接的說明，建築物的無障礙設施並不完善，Kavanaugh (2000)的研究指出，英國的女性

高齡者只有 2%會去參觀博物館，意願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博物館是個讓高齡者不舒適的地方，

階梯太多，座位及休息處太少等，可見環境的舒適度影響高齡者的博物館參與。面對舊時

空背景下，無障礙設施的觀念或需求不如現代這麼清楚的建築，硬體或許難以立刻改變的

形況，館方以軟體來克服，分別針對肢體、視覺、聽覺等障礙提供不同的協助，像是館

內提供放大鏡給視覺障礙者，提供手語交流員協助聽覺障礙者，也在可以在聯繫館員後

可以使用餐廳內的電梯上下樓層，讓人感受到博物館為特殊族群服務的誠意與方式，值

得借鏡。參觀當日恰好有大 10 多位腦性麻痺患者來參觀，他們由於身體的限制，參觀

過程是躺在推車上由他人協助的，但參觀過程中我觀察到他們在看到各類趣味的展示，

所露出的驚喜、開心表情令人難忘。 

 

  

圖 18 有趣的表面張力展示       圖 19 擲鐵盤活動高齡者也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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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立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博物館位於東京上野公園。原屬 1872 年在東京湯島聖堂創立的文部省博

物館。1877 年移至上野公園，改稱教育博物館，1949 年改稱現名。佔地 1.32 萬平方米。

分為「日本館」和「地球館」兩個展覽場，裡面蒐藏有許多珍貴物品，像是動物標本或

具指標性的展品，顯微鏡、天文望遠鏡、真空管式計數型計算機等。 

 圖 20-22 館內的珍貴收藏，及精心設計的週期表展示 

由於行前即與該館取得聯繫，也提出研究問題委請該館國際部森永美華小姐送達

相關單位，是以參訪前就已收到該館的相關研究資料加以研讀，拜訪當日首先與該館事

業推進部課長小川義和博士等四位相關館員，進行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談交流。首先小川

博士介紹在日本終身教育特色，科學博物館自我期許能夠扮演整合科學博物館及連結各

社會資源的角色，其重要宗旨為培育人民的科學素養（如圖 25）。並依各年齡層需求

與差異，提供個別化的科學素養培育目標（如圖 26），對於學子的培養目標在於知識

或對科學的理解，但對於成人到高齡者則重視態度及科學傳播的部分，另外也談到並提

供相關課程、培訓、講座，以提供成人或高齡者繼續教育的機會，從對話中可以感覺到

該館系統化的規劃民眾的科學學習，也有相當明確的教育目標。 

其後，我們就高齡活動方面的辦理主題、型式、對象、日期等交換意見，課程規

劃人員松尾美佳小姐分享其設計的「心智博物館」活動，並藉以說明活動的規劃構想及

目標，從這部分可以發現雙方在規劃活動時，都注意到高齡學習方式及興趣與學子有很

大的差別，這次交流雙方均深感頗有收穫並增進彼此的了解，實為一次豐富充實的考察

活動。另外，就高齡人力運用方面，博物館內總有 301 民志工，其中高齡者特別是退休

者在其中佔了很大的比例，但高齡者由於生理的老化，記憶力及體力的衰退，必須提供

相關的教育訓練，也要有適當的篩選機制，才能兼顧人力運用及提供民眾有品質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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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4 與小川博士等四人的對於高齡學習及人力運用的經驗交流  

 

圖 25 科學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與目標 

 

圖 26 不同年齡層的科學素養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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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齡者參與學習意願問題，小川博士很客氣的表示相較於科學博物館，高齡者

對於藝術、歷史等的博物館較似乎感興趣，那些博物館常可以看到高齡者排隊入內，國

立科學博物館也仍在努力中。會談結束後我前往特展區大亞馬遜展廳參觀，此展主要是

亞馬遜流域的動植物介紹，當天為非假日但參觀民眾相當多，年齡層以中高齡為主，雖

然小川博士曾表示參觀科學博物館的高齡者較少，但事實上當日高齡者參觀人數還是很

多，而且參觀展廳的方式也相當的規矩，幾乎所有的人都沿動線依序前進，若遇到前方

的人觀賞展品的時間較久，或有人停下來拍照，後方的人似乎也相當習慣的停下來，整

個過程沒人催促，停下來拍照者也顯得相當自在。參觀過程中的態度也認真常會針對展

品做討論，高齡者對於科學的不排斥這樣的學習精神與態度值得未來規畫教育活動時思

考。 

  

圖 27 參觀者循線參觀顯得相當有秩序       圖 28 當日的觀眾以成人及高齡者為主 

 

圖 29 參觀者相當仔細觀看展品討論頻繁     圖 30 展廳也提供電子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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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1_21 設計視野 

21_21 Design Sight 的名稱取自「20/20 Vision」(完美的視力)的概念延伸，西歐國家

在論及視力的時候，會以「20/20 Vision」來表示最佳的視力，「21_21」蘊含了「延伸

設計預見未來」之理念。該館於 2007 年 2 月正式開館，總合來自產業界中不同領域設

計大師對於 21 世紀與未來「設計」的觀點，由三宅一生基金會統籌設計，另有三位不

同領域的設計大師共同攜手完成，包括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產品設計深澤直人及視覺

設計佐藤卓，是一融合重量級設計能量所催生的美術館。其設計也恰如其名延伸參觀者

至對未來的想像，建築物外觀為一塊布由利用 82 枚厚 16mm 的鐵板熔接出長 54m 的屋

板大塊面屋頂與大面積的垂直玻璃窗面建構而成。此外，考量對於環境的尊重，超過一

半的建築體被隱匿在地底，卻仍運用設計引進自然光不覺暗晦，與土地合而為一的建築

思維令人佩服。 

  
圖 31-32 主題建築物以清水模及大面積鐵板的屋頂所設計，與環境配合得恰到好處 

  

圖 33 恰巧遇技師啟動戶外展示品      圖 34 當地連警察局都充滿設計感 

這個展館位於融合藝術、購物、辦公室、住宅等複合功能的微型城市東京中城都市

開發計劃區內，是近年來日本各都市再開發計畫中規模最大者，而 21_21 設計視野在這

個城市開發案規劃時，特地被保留下來的綠地。如同本館對於科技生活化，生活科技化

的信念，中城這個地方也努力地將設計生活化，運用設計與生活的交流改變生活者的視

野。在這個地方處處可看到貼心的小設計，透過設計每個細微之處都令人驚喜，如同

21_21 展館的超越理念，喚起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並發現其中之美，一台車可以是交

通工具，也可以展現齒輪運作或者動力之美，平常的小事其實可以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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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環境來影響人的思維，是這個地方所展現的，像是提供符合人體工學又有軟墊坐的

椅子，自然的就容易吸引到年長者，從這裡的使用族群及幾乎沒空著超過十分鐘的椅子，

就可以發現提供符合需求的環境，使用者自然也就變多了，高齡者參與社交、學習活動

的機率也增加。 

Crawford 與 Godbey（1987）將休閒阻礙分為三種型態，個人內在的阻礙、人際間的

阻礙及結構性的阻礙，這個區域令我感受到空間環境的安排減少結構性阻礙，讓高齡者

更有機會參與學習活動。事實上無論日本或者是台灣的博物館，都對於無障礙空間有一

定的設置，若能善用此項優點，並搭配軟硬體的服務加以發揮，定能增加高齡者的科學

博物館學習參與意願。 

  

圖 35 當地的高齡者顯得悠閒      圖 36 新開發社區整齊的規劃顯得雅致 

 

參、心得及建議 

從上述本計畫參訪的四座博物館的高齡教育特色，可以綜合歸納以下幾點值得國內

參考借鏡之處。 

一、 對於終身教育的系統性規畫 

日本的科學博物館對於各年齡層教育目標有清楚的藍圖，在教育規畫上重視科學知

識與社會各層面的連結，以培育國民科學素養的為主要宗旨，並依不同年齡層的需求規

畫相關學習活動。與民眾與社會、學校、研究單位、企業、其他博物館等各單位合作，

自我期許成為其中的交流平台，強調資源間的整合與整體性，也展現博物館在終身教育

中的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參訪期間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年齡層觀眾，所展現的學習

精神與態度。無論是艱澀如未來館的科技新知或者科學技術館的基礎科學活動，學童與

高齡者的學習精神是一致的，系統性的建構博物館學習習慣是值得學習的。國內未來規

劃相關業務時可參酌其架構，進行橫向資源整合與聯繫，深化博物館推動終身學習教育

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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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高齡者需求，提升其學習意願 

現代社會新科技推陳出新，成為每個人生活動的一部分，科學的學習對高齡者同樣

重要，但推廣高齡者的運用科學類博物館活動確實較不易，對於高齡者的教育未如幼兒

教育這般深根，這點在日本與台灣是相似的，但科學博物館對於高齡者的科學學習是重

要的，也是值得努力的部分。目前我們的活動設計主題與日本幾間博物館相似都規劃像

飲食、健康、休閒等生活化主題，以提高學習意願。而活動方面則可以前文提到的「心

智博物館」活動，設計問題導向的課程，並針對成人學習與學童的差異來執行課程，以

提升高齡者的學習意願。 

三、 瞭解高齡者的生命經驗，使人力適得其所 

日本 1996 年訂定的「高齡社會對策大綱」中提到，高齡社會對策是要推動高齡者

參與地方各種義工與創作等活動，最終目標是要讓高齡者透過終身學習參與社會並提高

其生命意義（董怡汝，2012）。日本博物館內對於高齡志工的運用也是相當多的，高齡

者有豐富的人生歷練是重要的人力資源，如能透過適當的培訓、篩選，使人力適得其所

以提高運用效益，也才能夠更符合博物館需求。目前本館對於高齡人力的運用也是相當

多元，相同的我們也會志工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提供相關知能以提升其服務品質，建議

可以針對高齡志工需求增加訓練課程，鼓勵高齡者參與博物館服務，提升其社會參與機

會與滿足其貢獻需求。 

四、 友善空間提高參與意願 

環境規劃影響使用率，特別是高齡者身體狀況大不如青壯年，在空間規劃及服務上

應該將高齡者的生理因素考量進去，像是肌肉退化的部分，高齡者上下樓梯容易造成膝

蓋的負擔，可協助其使用電梯或手扶梯，或提供休息用的坐椅，又如高齡者因視覺退化

問題，在佈置學習場域時應注意光線的設計，如遇到可能會太亮刺眼，或太暗造成視線

不良的設計應增加標語加以提醒，展示說明文可配合設計盡量放大，或對比鮮明的顏色，

以利高齡學習者觀看。聽覺方面可考慮其喜好，適當音量表達避免過於吵雜及尖銳之聲

音，針對聽力退化的參觀者也在導覽或帶領時，應注意口齒清晰並放慢講話速度，記憶

力退化的部分也可透過簡化其參觀或學習動線的設計來協助高齡者進行博物館學習。在

未能立即變動硬體設施的情況下可學習科學技術館的幾項貼心設計，減少結構性阻礙，

定能吸引更多人運用博物館資源。另外可以透過空間設計將便利與生活美學結合，讓進

入博物館成為一種心靈饗宴，提升擔任志工或者學習的高齡者的自我意識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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