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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館自策特展「仿生-從大自然來的絕妙點子特展」，107年12月1日於

澳門科學館開幕，展覽期間至108年3月31日，地點位於該館第二展覽廳，

本館同仁赴澳門科學館進行展覽佈展及教育訓練等工作。大陸及港澳地區

科技館、科學館事業蓬勃發展，對於具有教育意涵的科學展覽有內容研發

上的市場需求，本館自策特展具有創新內容與教育理念，後續若持續積極

投入研發，有助提升本館品牌與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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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出國計畫為本館辦理自策特展「仿生-從大自然來的絕妙點子特展」 

於澳門科學館佈展、教育訓練等事務。本特展特色為帶領觀眾從動物、植物、

自然環境及未來創新等面向，認識仿生科技的奧妙，藉由豐富多元的互動式

展品陳列、國內外動物標本與雕刻模型、仿生發明故事動畫影片與動手做工

作坊之體驗學習，讓觀眾透過動手操作激發仿生的創意發明，提昇創造力。 

 

此次，在雙方協力下「仿生-從大自然來的絕妙點子」特展順利於2018

年12月1日在澳門科學館第二展廳展出。本次主要工作項目為完成展覽佈展、

工作坊教育訓練及雙邊交流，藉由與澳門科學館團隊分享本館佈展、策展及

教育活動經驗與交流雙方研究之成果，透過實體交流，了解港澳地區博物館

軟體與硬體的營運狀況，交流成功經驗或困境，以創新未來的合作模式。 

 

貳、 過程 

一、 佈展、教育訓練、開幕與專題演講日程安排 

本次於澳門科學館佈展等相關日程安排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於11月12

日至11月18日，由本館人員及本展協力廠商等進行佈展，第二階段於11月28

日至12月1日，由本館研究人員進行工作坊教育訓練、導覽及解說示範，第三

階段為本館館長分享策展的經驗及臺灣地區科學家進行專題演講。   

本次移展展件為自廣東科學中心卸展後經廣州陸運運抵澳門，運輸展品

使用3座40呎貨櫃，107年11月9日自廣東科學中心出發，107年11月12日抵達

澳門科學館完成卸貨。 

本次展覽期間為107年12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展示內容從什麼是仿

生，仿生的定義下，發展出3個仿生主題及4個仿生挑戰工作坊，分別為1.向

動物學習2.向植物學習3.向自然環境系統學習。仿生挑戰工作坊有4個主

題:1.機械手臂2.翅果飛行器3.紙結構4.快樂城市，讓觀眾自己動手做來了

解仿生原理，激發創意並訓練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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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佈展過程 

  

 

 

 

 

 

 

 

 

 

 

 (一)11月12日卸貨清點及展櫃狀況檢視 

與澳門科學館承辦人及本展協力佈展廠商共同檢視卸貨進展場動線，  

交換意見以利本展展櫃進場動線調整或改善，以維護展櫃安全抵達展場並確

實清點所有展件。 

 

圖一、3座40呎貨櫃抵達澳門科學館卸貨區 

日期 佈展內容 

11/12 卸貨清點及展櫃狀況檢視 

11/13 動物標本開箱檢視 

11/14 展品開箱檢視、鷹架組裝 

11/15 分區標版架設，修補展品 

11/16 展品佈置、影音與燈光測試 

11/17 標本、模型定位、機械裝置安裝測試與調整 

11/18 多媒體影片試播、機械裝置安裝測試調整與展櫃佈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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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澳門科學館卸貨進展場動線 

 

圖三、澳門科學館卸貨平臺 

 

圖四、澳門科學館第二展廳進場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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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討論展櫃放置地點 

 

圖六、展品卸貨清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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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月13日動物標本開箱檢視 

進行動物標本開箱作業，逐件檢查每一件標本運輸後的狀況，檢視有

無任何斷裂、結構鬆脫狀況等並進行影像紀錄。 

 

圖一、檢視標本外觀-蜂鳥 

 

圖二、檢視標本外觀-托哥巨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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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檢視外觀-雕鴞標本(左)、蚊子模型(右) 

 

圖四、檢視標本外觀-草原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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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月14日展品開箱檢視、鷹架組裝 

本日工作重點為開箱檢視模型展品，另本展展示設計結構部分由鷹

架組合而成，先集中施工人力於需協力合作之鷹架組裝項以提高佈展效率。 

 

圖一、檢視模型外觀-空中巴士 A380 

 

圖二、搭建入口區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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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架設投影帆布 

 

圖四、工作坊鷹架及工作桌架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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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1月15日 分區標版架設，修補展品 

 

圖一、分區標版架設完成-從自然環境找解答 

 

圖二、分區標版架設完成-從動物來的靈感 

 

圖三、分區標版架設完成-從植物來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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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工作坊標版架設完成-機械手臂 

 

圖五、修補沐霧甲蟲模型-固沙 

 

圖六、調整展櫃燈光-變色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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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月16日展品佈置、影音與燈光測試 

澳門科學館展場地面皆設有插座，無須走線於觀眾參觀動線，與廣東科學中

心中地線佈設於主要參觀動線不同，也安全許多。 

 

圖一、分區標版燈光測試 

 

圖二、達文西飛行器架設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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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動物標本完成上架-草原雕 

 

圖四、模型、影片完成上架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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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1月17日標本、模型定位、機械裝置安裝測試與調整 

 

圖一、入口裝飾佈置完成 

 

圖二、向鳥兒學飛翔的機械裝置組裝完成 

 

圖三、沙漠中的補水高手沐霧甲蟲標本與模型佈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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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鯊魚皮的秘密展櫃佈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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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月18日多媒體影片試播、機械裝置安裝測試調整與展櫃佈置完成 

 

圖一、什麼是仿生影片播放測試

 

圖二、學習熱帶雨林及人體循環的灌溉系統影片播放測試 

 

圖三、蟑螂如何穿越障礙影片播放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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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1月28日-12月1日導覽與解說、挑戰工作坊教育訓練、開幕式及專題演講 

 

1. 導覽與解說、挑戰工作坊教育訓練 

本次訓練對象為澳門科學館館員約15人，館員平均年資皆在5~8年之間。訓

練時間包含導覽解說與工作坊操作一整天的培訓課程。在訓練之前，館員大多已

經對於展版的文案有初步的了解，因此會針對有疑問的地方提出問題，另一方面

館方也很用心地補充相關文獻資料、圖片或影片放置在展場原有固定展櫃中。 

在工作坊操作上，館員透過分組進行活動進行操作，可以看到多元的創意方式解

決問題，部分館員在休息時間仍不斷改進如機械手臂與飛行器地設計，可以看到

館員對於教案本身投入的熱情程度。另一方面，在快樂城市地單元中，也可以看

到館員將展覽中的案例應用到城市的設計中，可以看出對於內容已有一番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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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幕式 

本次開幕式中除了由澳門科學館館長親自主持外，也邀請了關心澳門科學館

發展地幾位重要董事與教育學者出席開幕，開幕後也與本館進行簡短交流，了解

雙方在 STEM 領域推動地狀況，例如近年來澳門科學館為了改善科學教材也投入學

校科學教材的編撰工作，並且極力推廣各項科普教育。開幕式中也安排了由澳門

科學館館員自行編劇的戲劇導賞活動，劇本以仿生科學家珍妮為主角，帶領觀眾

探索有趣的仿生應用，戲劇導賞活動目前已是澳門科學館的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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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題演講 

為了行銷本次特展，澳門科學館也安排了三場專題講座，分別由本館館長陳

雪玉博士分享科教館如何為科學進行策展、臺灣大學林沛群教授分享仿生機器人

的應用、清華大學陳柏宇教授分享仿生材料的應用，專講運用開展後的假日舉行，

參與的觀眾為澳門科學館的當地觀眾為主，從演講的問答互動中可以發現這些主

題都頗能引起觀眾的興趣，且也可以發現澳門科學館本身在地觀眾對於獲取科普

知識的熱忱，特別是機器人主題吸引了不少高中生參與科普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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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佈展工作細節較為繁雜，需於事前及現場進行充分的溝通，本次佈展工

作在本展設計公司專業人員、澳門科學館人員、當地佈展協力廠商及本館兩

位同仁通力合作下順利完成，過程中我們也同時在思考如何讓首次參與本展

現場佈展工作的本館同仁及當地協力人員能更快速的進入狀況，清楚辨識各

展件下櫃開箱時該放置的位置，安裝的方式，增加佈展工作效率。 

本次佈展期程最後一天是星期日，為當地佈展協力人員休假日，礙於勞

動相關法令，無法到達現場，造成當天與澳門科學館人員進行點交時，少部

分調整工作因無協力人員協助，無法當場處理，變通以電話及圖示方式請澳

門科學館人員待隔日協力人員到達時自行處理，未來在行程安排或人力溝通

時，可特別留意。 

 

肆、 建議 

一、建議可於各展件增加編號標籤、製作展櫃圖文清單及包裝方式圖說等文

件，供現場工作人員辨識，提升未來佈、撤展工作效率。 

二、在行程安排或人力溝通時，需特別留意佈展協力人員相關休假限制。 

三、大陸及港澳地區科技館、科學館事業蓬勃發展，對於具有教育意涵的科

學展覽有內容研發上的市場需求，本館自策特展具有創新內容與教育理

念，後續若持續積極投入研發，有助提升本館品牌與研發能量。 

四、各地區因應地方政策與經費審核流程不同，故在合約洽談、佈展、卸展

分工、教育訓練與流程安排、法規上等，皆有許多需要調整的地方，需

要不斷累積相關經驗與培育館員的專業職能，以期未來接軌國際與歐美

博物館事業並駕齊驅。 

五、透過實體交流，可以了解大陸地區博物館軟體與硬體的營運狀況，也可

藉由交流成功經驗或困境，創新未來的合作模式。 

六、目前本館在巡迴展設計上皆朝向模組化方式設計，有助於確保巡迴展的

重複使用與展示品質，惟由於展覽規模較大，目前合作對象多為一線城

市之科技館，未來也可考慮開發授權內容的模式，供小型科技館或與商

業巡迴展公司合作，拓展科普推廣之效益。 

七、藉由多次巡迴展的壓力測試，目前已陸續累積在展品設計上可以改進的

方向，可做為未來本館研發展品與巡迴展展示設計之參考。 

八、澳門科學館本次也邀請臺灣地區科學家進行專題演講並邀請本館館長分

享策展的經驗，上述科普活動都由助於累積臺灣在研發上的軟實力，並

且透過觀眾的回饋能夠優化後續的研發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