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日本颱風、洪水、地震、消防等防災教
育館展示教育及營運管理考察 

成果報告 
 

 

 

                     
服務機關：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姓名職稱：展示組助理研究員洪煌凱 

 展示組研究助理 郭世文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07 年 5 月 2 日至 107 年 5 月 8 日 

報告日期：107 年 7 月 9 日 



 2

摘要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自 103 年起將｢成為國家級災防教育重要場域｣視為重要任務，積

極規劃相關展示教育活動。日本與台灣相同為天然災害頻繁之國家，本次計畫前往日

本關西地區四座以防災為主題的博物館及教育中心，透過參訪瞭解該些館所的營運推

廣及展示教育相關業務。參訪發現，日本的防災博物館/教育中心，以認知務實的態度，

進行防災經驗傳承；展示手法強調重點簡明的溝通方式，以真人實拍居家生活中的防

災故事，更令人感同身受；各災防館均針對新的重大災害事件(如東日本 311 震災)加以

介紹，並且設置家庭避難逃生物品展示專區，上述相關作法，均可作為本館營運及展

示更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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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颱風、洪水、地震、消防等防災教育館展示教育及營運管理考察成果報告 

 

壹、計畫目的 

本館自 103 年將｢成為國家級災防教育重要場域｣視為重要任務，積極規劃相

關展示活動並開發教育課程及教具。其中｢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完工開放已近

五年，應進行展覽內容更新及營運方向調整；地震教育展示專區更新二年以來，

雖陸續開發許多教材教案，仍希望擴大其影響力。日本與台灣相同為天然災害頻

繁之國家，擬規劃前往日本，參觀颱風、洪水、地震、消防，透過參訪瞭解該些

館所的營運推廣及展示更新相關業務，吸取教育推廣經驗，以應用於館內活動規

劃。 

貳、計畫依據 

教育部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60136425 號函。 

參、計畫執行人員 

 展示組助理研究員洪煌凱 

 展示組研究助理 郭世文  

肆、計畫內容 

參訪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京都)、人與防災未來中心(神戶)、海嘯洪水防災館

(大阪)、輪中之鄉、及豐田技術博物館產業技術紀念館(名古屋)等展館，學習其展

示手法、更新策略、活動辦理及營運規劃。 

伍、計畫執行日期 

107 年 5 月 2 日至 107 年 5 月 8 日，含往返路程共計 7 日。 

陸、行程安排 

日期 出差地點 當日行程 

5 月 2 日(三) 高雄-關西機場-大阪 路程 

5 月 3 日(四) 大阪-京都-大阪 參訪：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 

5 月 4 日(五) 
大阪-名古屋 

參訪：豐田技術博物館產業技術紀

念館 

5 月 5 日(六) 名古屋-三重線森名市-大阪 參訪：輪中之鄉 

5 月 6 日(日) 大阪-神戶-大阪 參訪：防災未來館和人類未來館 

5 月 7 日(一) 大阪 參訪：海嘯洪水防災館 

5 月 8 日(二) 大阪-關西機場-高雄 路程 

柒、參訪內容 

一、 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 

(一)展館簡介： 

防災教育的關鍵，認為使市民在災難發生期間能有足夠的知識，能進行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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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以採取有效行動是至關重要的，這樣可以挽救生命並限制財產損失。在

本防災中心，市民可以學習如何保護自己以及如何應對災難，期望參觀者能夠利

用展場中的防災展品單元提高防災意識，以保護生命和財產安全。 

展示場為四層樓空間，有 6 個大型災害體驗單元：災害影像體驗、颱風體驗、

地震體驗、火災避難體驗、滅火體驗、洪水海嘯地下室淹水體驗等，均以場次制

需要事先預約或排隊入場，每個單元體驗時間約 20 分鐘，總參觀時間約 2.5 小時。

另外，2 樓設有綜合訓練室，由專人引導，模擬當建築物發生火災時，在商店，酒

店，公共住宅等應展開不同的因應行動程序；3 樓有設置 4 個自由體驗單元，包括

滅火遊戲、消防隊員大變身、都市型水患因應、消防直升機體驗等；4 樓則為講習

室。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摺頁及網站 

(二)參訪內容： 

這次的參觀主要見習該中心的防災教育展示手法及營運方式。 

該中心的六個大型的災害體驗單元，均規劃場次制約每小時 1-2 場次，觀眾

須排隊等候，場次開始的時候，由專人統一說明，再逐一指導觀眾進行體驗。整

個體驗過程以解說為主，引導體驗者思考，當災害來臨的時候，要採取何種行動

才能確實保護自己；而觀眾也認真地以「學習」而非「嬉鬧」的態度進行體驗。 

 
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的大型體驗單元，以場次預約或排隊參與。每種體驗設施每

小時推出約 1-2 場，觀眾可自行安排時間前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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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防災中心的風雨體驗屋，觀眾依序入場體驗，在外等候的觀眾可透過攝影機

連接螢幕，看到體驗室裡面的景象。 

 
地震體驗屋，服務人員針對每組觀眾細心說明逐一說明地震應變的作為，而每一

組觀眾也都很認真地進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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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海嘯的地下室淹水體驗室，透過 4D 的影片觀賞，及逃生門水壓體驗，讓觀眾

深刻體認到，當發布洪水警報時，須立即離開地下室商場、捷運車站等，因為當

水淹進來，水壓將造成安全門無法開啟，而將導致生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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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機關團體可透過預約，參加宗和防災訓練室，模擬災害發生當下，如何集

體研商適當的防災避難救災政策。 

 

二、豐田技術博物館產業技術紀念館 

(一)展館簡介： 

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於１９９４年６月開館，位於名古屋市西區榮生地區。

紀念館中至今仍留有往日模樣的豐田自動織布機製作所榮生工廠，並將其視為產

業遺產；透過昔日支撐著近代日本發展的基幹產業之一的纖維機械，以及持續開

拓著現代的汽車的技術變遷，有系統地將日本的產業技術史介紹給新世代的人們。 

展場內除了有豐富的紡織、汽車的產業遺產、機具及文獻資料，並且推出多

樣化的演示活動，包括：紡織機的生產流程、金屬加工區的鑄造、鍛造、切削演

示，以及有趣的動手體驗區、汽車組裝機器人等；館內大量的講解人員使得整個

參觀的過程中能夠獲得滿滿的收穫。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豐田技術博物館產業技術紀念館摺頁及官網

http://www.tcmit.org/  

 

(二)參訪內容： 

本次參訪的主要目的，在學習日本產業博物館的展示、教育呈現手法，及其

豐富的演示活動的進行方式。 

 

展場入口展出一部 1906 年由豐田佐吉發明的環狀織布機，這部機器突破以往的技

術，有許多獨創技術，正代表著本產業技術紀念館「研究與創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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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機械館占地約 3,000 平方公尺，現地保存了大正時代所設置的紡織工廠與建築

物，透過 90 台紡紗織布機的展示，可以見到紡織機的發展過程，實際感受紡織織造

的原理及產業技術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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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屬加工區，上下午特推出兩場的演示活動，介紹鑄造(10 分鐘)、鍛造(4 分鐘)、

切削(7 分鐘)的實際操作過程。此乃所有工具機發展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 

 
資料來源：豐田技術博物館產業技術紀念館官網 http://www.tcmit.org/ 

汽車館面積 7,900 平方公尺，展場彷彿一座大型體育場，將完整的汽車工廠搬進去。

展示內容包括：汽車的結構與組成零件、汽車技術、生產技術。同樣的有解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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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實地運作演示，操作零件切割模型，實驗裝置、生產設備及影片介紹等。 

 

三、輪中之鄉 

(一)展館簡介： 

「輪中之鄉」位於名古屋郊區桑名市，自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至展覽館約 1 小

時路程。「輪中」意為河中的島嶼，由於此種特殊地形所衍生之防災工程與特有文

化產業為本館之特色。該館並規劃具有在地特色之環境教育課程，例如種菜、養

魚、海苔製作等特色體驗(http://www.waju.jp/index.html)。 

(二)參訪內容： 

輪中之鄉為濱海區域，數百年前尚未嚴重河川泥沙淤積前，被區分成許多小

島，如今則成為一塊長形條狀大島(效應與安平台江相似)。由於地理與地形之環

境，該地長年被水患所苦，因此在防汛工作上，也累積了許多經驗。 

館中特別介紹了當地的特色建築「水屋」，利用卵礫石堆砌成高於水平面的

梯形結構，用來抵禦淹水時所造成之災情。這種房屋目前仍在桑名市十分常見。

館內也特別介紹傳統式之水利防災工法，例如木製堤防、石砌拱狀堤防等等，從

實體模型與歷史照片體會中當地居民數百年來與水患抗爭之痕跡。桑名市受到日

本著名之「伊勢灣颱風」之重創，從歷史照片發現社會經濟災情慘重，陸地變成

汪洋大海一片，透過文字史料與圖文，感同身受水患之苦。 

該館並設置「體驗農場」，讓城市裡的民眾來此進行農村的體驗生活，例如

種菜與養魚等活動。另有當地特展海苔製作專區，教導並體驗海苔之製作流程方

法，此種體驗模式與台灣常見之「觀光工廠」非常類似。 

 
桑名市特色建築-「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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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中之鄉位於三道河川之匯集口處，土地類型屬海埔新生地，當地農業型態與一般農業

區不同。 

 

利用實體模型建構風速對當地建築物與產業造成之影響。本展示雖然傳統且無特殊效

果，但仍印象深刻而直觀。 

 

利用實體模型說明各種不同型式之水利防汛裝置，其中包含許多可由當地居民自行安置

織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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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伊勢灣颱風災情之歷史文獻陳列，能明顯感受對當時人民因災害所造成之影響程

度。 

 

居家型防汛緊急準備物品，包含救生衣、泳圈、沙袋等物品，明顯與防震型緊急避難物

品不同。 

 

四、人與防災未來中心 

(一)展館簡介： 

神戶於 1995 年曾發生規模 7.3 級大地震，重創，災後 2 年為了紀念是次災難

及警惕後人，建立了防災未來館和人類未來館。在館內可見即使被震撼跌到地面

的燈也不會着火，亦有許多設施，配以簡潔易明的圖文影音，教你認識地震強度

及地震求生法。 

(二)參訪內容： 

本館為日本最具指標性之防災推廣展館，外牆建築及顯明標示 1995 年阪神‧

淡路大地震之時間與地震規模，除具紀念性質，並提醒民眾地震防災之重要性。

以下分門介紹館內重點之單元與內容： 

1. 該館採「由上而下」方式進行參觀，民眾先搭電梯前往 4 樓，再逐步往下

各樓層。4 樓之「1‧17 劇場」以沉浸式劇場說明阪神大地震之劇烈震動以

及產生之重大災情，此劇場呈現之都市型災害均是真實影像建構，如高架

道路倒塌、大樓玻璃震裂、地鐵火車傾倒、住宅管線破裂引致之火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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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館一開始便身歷其境的體驗一場感同身受之災害。 

2. 「圖片、實物與影音描述」：為了描述災害的巨變，該展不單單介紹災情，

且進一步描述「人」經歷災變當下與之後的心境與感受。在展示上圖片與

實物交錯陳列，詳細文字與影音說明輔以 QR code 線上查閱方式，詳細內

容於展館內設置數台觸控螢幕以供查閱，提供簡易瀏覽、詳細學習與研究

之不同客群，讓災防博物館同時具備展示與資料查閱之多重功能。 

3. 地震科學與工程科普演示：該館三樓之地震科學學習區使用了互動操作式

機構演示地震波的大小與震央之關係、隔震與制震建築原理、地震之規模

與強度以及居家耐震傢具固定法，均是非常實用易懂之展示手法。 

4. 特別值得介紹之展示為阪神淡路地震與東日本 311 大地震之人為社經影響

調查研究之展示。該展館將東日本地震相關內容納進展示，而不僅僅侷限

於單一事件，並且進行展示呈現，進行比較之後，民眾更能了解不同區域

所發生之地震會產生不同之災害與影響，從中刺激本身了解自身環境可能

的災變因子。 

5. 由該館之防災避難物品之陳列與賣店之展示，發現防災相關產業已經非常

地蓬勃，從食物、避難用具與警報物品一應具全，這也應是我們所需努力

的方向之一。 

 

人與未來防災館外觀。建築設計以水泥裸身加上透明玻璃帷幕方式呈現，建築底部與測

邊可觀察與耐震相關之鋼結構與隔震制震構造，呼應防震與防災之主題內容。 

 



 16

311 震災主題展館以相片與實物交雜陳列展示，並輔以文字與影像說明。背板採鐵網製

作，適合更新擺設。圖片雜錯之擺設方式令人感受到震災當下之混亂與人民不知所措之

情景。 

 
學生防災創意展示：從中發現，日本人對於中學生科展海報呈現，均是親自手作，此種

方式最能夠反映出學生之自我想法，若再請專業美工輸出，或有誤解本意之機會。 

 

地震科學與工程之科普展示：利用機構進行隔震與制震原理演示，以及將地震釋放能量

用球形大小轉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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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防災單元-家具固定方法。日本對於因應地震所造成之家具傾倒防範非常注重，各種

固定之裝置也可於市面上直接購置來獲得。 

 

311 東日本大地震與 1995 年神戶地震之比較。透過近年影響最大之地震影響之比對，體

認到陸內地震與海外地震不同之災害發生方式。 

 

五、海嘯高潮防御中心 

 

 

 

 

 

 

 

 

 海嘯高潮防御中心展館外觀 

 

(一)展館簡介： 

本中心為大阪府西大阪治水事務所之防潮設施管理單位，中心內部也設置了

展示館，針對日本因地震與颱風豪雨所引致之災害與防治進行全民教育工作。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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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展示可分為起、承、轉、合四大單元，分別說明低於海平面的大阪市、克服海

潮侵襲之災害防治、海嘯的成因與威脅與保護生命免受海嘯侵害之智慧。 

 

(二)參訪內容： 

此次參訪獲得主任專門員山林幸男先生之全程陪同導覽解說，在「低於海平

面的大阪市」單元透過以樓地板為海拔高零米之設計，建構在海平面下之建築實

景。透過按鈕顯示歷史上造成之淹水高度情景，體認到低海拔建築的災害潛能。

此館善用展示館建築本身與地面進行展示，以柱子呈現淹水高度、以地板顯示裝

飾造景或地圖等，擴增身歷其境之感受。該展區介紹了大阪歷史上著名之重大颱

風淹水事件(1950 年ジェーン颱風、1934 年室戶颱風、1959 年伊勢灣颱風等)。防

汛硬體措施進一步以實物與模型進行介紹，包含手動防波閘門，大型拱型閘門、

各式防波堤等等，並以文字敘述具體之功能與應用。 

特別值得一提為因應海嘯應變教育製作之「沉浸式劇場」，透過各方向之投影

機投射，建構出身歷其境之海嘯在城市所引發之災情，進而提醒民眾必須注意海

嘯之威脅，並且明瞭自保之方法。 

展廳後端設置一處災防相關之圖書室，可用於參閱、研討與活動辦理之用。

圖書室陳列 311 東日本大地震當時之書報與各式報導，也描述了當時海嘯所造成

之嚴重災情。壁面同時陳列來館民眾的書面回饋與勉勵，有很多是學童的圖畫手

筆，備感溫馨。由防災物品之陳列了解到防災產業能夠非常多元，如基本之個人

應急配備、通訊設備以及急救設備之外，豐富的緊急食物與口糧與各式防災小物

等。 

整體展廳對「災害潛勢與預測」佔了很大之比重，目前日本的地震科學界鎖

定未來可能發生大規模之地震震央想定為東海、東南海與南海區域，此三區若發

生地震，對大阪均會造成嚴重之衝擊，而預測最為嚴重之影響即為海嘯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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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築實體模型再現低於水平面之西大阪城市。在歷史上之淹水紀錄均超過一個

樓層。在大阪，約有 108 萬人生活在此低窪地區。 

 

以實體立體模型與圓弧狀燈箱展示歷史上三大颱風在大阪所造成之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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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實際應用防潮之「防波鐵門」，參觀民眾可實際體驗開門與關門之方法。 

 

透過剖面模型將大型拱式防波匣門展示呈現，且設計成機構動態顯示，了解水利

防災設施之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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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水防團之組織建構(類似台灣水利署設置之防汛志工)，定期於易受災區域進行

定期巡檢，進而防危杜漸，降低災害災情之程度。 

 

防御中心所建構之地理資訊資料庫中詳細標註了大阪可能遭受之海嘯淹水範圍和

疏散避難場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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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有關地震和海嘯等災害的文獻、資料、繪本、漫畫等，且可查閱東日本地震

引發海嘯的影像和歷史資料等等。 

 

陳列在淹水或海嘯災情所應具備緊急物品，包含了緊急應變物品、急救用品與應

急口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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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最後給民眾在海嘯之發生時之提醒與建議 

 

捌、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的防災博物館/教育中心，以認知務實的態度，進行防災經驗傳承的工作 

【心得】 

日本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面對地震、颱風、洪水及海嘯等災害威脅的機率

非常高，經歷多次的災害侵襲，讓日本全國不論政府或民間，對於災害的認知、

因應在心態上是正向積極，行為上則認真務實。在相關的博物館及防災教育中

心則發揮經驗傳承、觀念建構、知識教育的功能，也提供實際行動演練學習的

場域。 

日本防災博物館的解說與體驗指導人員，有著非常嚴肅心態，以專業的衣著

與談吐向坐定位參加體驗的民眾進行解說，讓民眾真實了解這是一個體驗學

習，而非遊戲設施，民眾參與體驗時，也能確實地將應變動作做好。體驗設施

均採場次制並一定讓觀眾聽完講解說明才進入體驗，過程中家長均以嚴肅的態

度教導孩子發生災害時的因應態度，經過這樣一輪的學習，相信親子都能確實

認識天災可能造成的威脅，以及如何減少災害導致的傷害。例如，都市市民防

災中心的地震體驗設施的服務最令人印象深刻，該設施一場的時間約 20 分鐘，

每一場次服務 20〜24 人，每一場次的觀眾係採分批進入，可以僅 1-5 位同時體

驗，每次體驗的時間約 3 分鐘，體驗之前再次叮嚀地震來臨時之應變措施，進

入體驗者當地震開始時皆須實際做出趴下、掩護、穩住，震動停歇後則關閉電

器火源及開門等正確動作，當天我們看到每一位參與體驗的觀眾，不論男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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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皆很確實的完成。讓人對於日本防災教育的落實印象深刻。 

另外，在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的展場內設有防救災演示活動專用空間，由地

區防災協會安排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定時推出演示教育或動手做活動，讓觀

眾在參觀展覽之後可以實際操作演練，加深印象，強化學習效果。 

【建議】 

(一) 反觀本館的地震體驗屋，及之前的風雨體驗屋；在硬體設施上並不遜色於日

本，但解說者未強力傳達此裝置為嚴肅之學習裝置、眾體驗管理較為鬆散、

民眾常以遊玩嬉鬧的態度來到進行體驗等因素，使得災防教育的效果有限，

這是本館身為災防教育場域所應深思並修正之重點。 

(二) 建議應針對「地震體驗屋」觀眾體驗前的解說細節加以強化，並營造展場氣

氛，強調災防工作是嚴肅的，讓地震體驗屋真正成為防災宣導的重要工具，

而非遊戲機，讓觀眾在體驗之後能進一步深思防災的重要性，而非獲得愉悅

感的娛樂體驗。 

(三) 未來多招募具備災防專業知能的志工，協助各項災防教育功能的發揮。 

二、各災防館均有針對新的重大災害事件(如東日本 311 震災)加以介紹，並且設置家

庭避難逃生物品展示專區 

【心得】 

此次參觀的館所，如「人與未來防災館」是針對阪神地震所設立，「輪中之

鄉」系以桑名市水患歷史為主題，「海嘯高潮防御中心」介紹海嘯的災防，「京

都市民防災館」則為綜合型的災防教育中心。無論何種類型之館所，均針對東

日本 311 大地震之內容進行新增展示，部分館所也展出去年熊本地震災情之介

紹。如此，讓民眾能掌握最新的災害型態並能時時提醒災害就在身邊，也能以

正確的態度面對未來災害型態逐漸轉變為「複合型災害」的威脅。 

此外，日本因為都市化程度高，都會人口密度高，當地震、颱風甚至海嘯等

災害發生時，都會區通常也無法倖免，因此非常強調「減災」，教育社會大眾：

在生命的歷程中遭遇天災的機會很大，你不知道何時何地會遭遇災難，因此應

該隨時做好準備。各防災展館中均展陳避難逃生必備的物品及居家應儲備的用

品，並將物品的必要性加以介紹，「人與防災未來館」還製作成小摺頁提供民眾

索取，各項災防用品也均在賣店中販售，可謂落實有備無患，並提醒民眾即知

即行，值得我們參考。 

【建議】 

(一) 本館目前的災防相關常設展包括「氣候變遷展示廳」、「地震體驗專區」及

「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展出主題包括：氣候變遷、地震、颱風、水災、

土石流等，建議未來針對台灣所發生的大型災害，如 2014 年高雄氣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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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美濃地震、2018 的花蓮地震等進行資料蒐集及介紹，可強化本館災防

教育博物館的功能。 

(二) 「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雖為我國政府教導民眾面對天災的策略，

但針對家庭避難逃生物品僅止於防災背包的介紹，產業界也較少重視這部

分的物品(商品)開發。2019 年 921 地震園區將辦理相關的防災產品展，防

災產業中心也曾在部分展覽活動中展出少許商品；建議多加蒐集相關資

料，以豐富本館災防展示之內涵，若有相關商品，也能於文創商品區中販

售。 

三、善用牆壁、地板、圖像等為展示媒介簡明易瞭解；劇場影片以日常生為為背景，

真人實拍，讓人感同身受。 

本次參訪的館所中，均利用地板與牆面呈現地圖與數字尺度，以增加觀眾身

歷其境的感受。例如，「人與未來館」及「海嘯防災館」利用牆面顯示淹水高度，

並利用地板展示淹水區域與地震影響範圍等。此種方式不但所需經費不高，又

能善用展示空間豐富展示內容，實為可以效仿之展示方式。 

 

地板牆面均為良好之展示空間(海嘯館用地版展示說明淹水範圍與高度)。 

另外，日本展館的展示具有「重點簡明」之特性，在災防宣導同樣顯露其特

色。例如，善用具設計感的「圖標」代表各式災害，盡量以圖示代替冗長的文

字，此外也善用日本有名之漫畫人物-蠟筆小新來引導小朋友的防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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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標示設計具美觀且簡明易懂之功能。 

 

利用有名之漫畫人物繪製災防相關宣導摺頁與海報 

在「京都市市民防災中心」、「人與防災未來館」及「大阪海嘯防禦中心」的

劇場所播放的影片，皆以實際市民生活或災害發生當地的民生作為背景，以真

人演出，部分輔以動畫效果，可以讓觀眾更感同身受。例如在「人與防災未來

館」中有一部描述 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災難的影片，其中的浩劫

餘生者，在影片中親身訴說面對災難當下的心境及災後復原重建的心路歷程，

雖然悲傷卻不放棄，活著就應充滿希望。對於日本人民不被這些空前巨災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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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正面思考迎向未來，敬意不禁油然而起。善良與光明的「人性」正是人類

未來面對不可預知與抗衡的天災時最重要的關鍵。 

【建議】 

相關的展示手法，均可作為後續策展及展示更新的參考。 

四、豐田產業技術館的展示及營運模式，可作為科技館之參考 

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將日本在 19 世紀初期邁向工業化的二個重要產業─

紡織工業與汽車工業的發展歷程做了完整的保存與介紹。這個館將日本史上偉

大的發明家之一豐田佐吉及其子豐田汽車創辦人豐田喜一郎，二人對日本工業

化的貢獻，依時序以物件為主軸，人物為延伸，透過大量真實物件陳列、不同

年代機器實際運作、專業盡責的解說員，再輔以歷史照片與情境模擬，寫實又

精緻的展示手法，讓參觀者彷彿走進時光隧道，偌大的展場，一路參觀下來需

要 2 至 3 個小時，但卻不感到疲累，反而深深被豐田佐吉及豐田喜一郎二位人

物創業、研究及實踐的精神感動，相信日本的青少年來參觀這個紀念館應該也

會受到啟發。 

【建議】 

豐田產業技術紀念館有非常大量的歷史文物、機械，且有全日本最優良的技

師進行維護，使每一件歷史文物都能在現場順利地運作；其運用大量的人力進

行導覽，使觀眾能逐一認識紡織技術、汽車工業的演進，參觀過程是一種享受，

觀眾獲益良多，認識到工程師的使命，相信能啟發更多的觀眾想要成為工程師，

也能有效地提升日本企業的形象。 

雖然該館的條件並非一般科技館所能比擬，但其展示手法及強調演示的營運

模式，仍可作為眾多科技館學習之標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