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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兒童科學園─Fun 城市」展示廳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在 107 年 9 月建置

完成並開放的展廳。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交通部共同策劃執行，將「兒童交

通公園」的概念成功融合於展場設計，後續規劃推出一系列教材以深化展廳兒童

交通安全教育意義。本次透過拜訪日本横濱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中小學校企畫課

與神奈川縣警單位交通安全教育隊，以深度訪談方式了解日本交通警察單位與學

校(幼兒園、國小)如何進行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作為博物館未來開發相關活動重

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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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計畫以拓展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常設展示廳「兒童科學園─Fun 城市」未

來教育宣導活動之視野為主要目的。Fun 城市展示廳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交

通部共同策劃執行，將「兒童交通公園」的概念成功融合於展場設計，並於 107

年 9 月底正式對外開放。此展廳自開展即成為科工館熱門展廳，108 年度科工館

亦秉持推廣教育精神，規劃推出一系列教材以深化展廳兒童交通安全教育意義，

並以優質服務態度「微笑、熱忱、主動、耐心、當責」營運兒童交通公園。 

 

為秉持 Fun 城市展廳設置精神，持續推廣兒童交通安全教育，延伸展廳效益

與擬定未來經營方向，本計畫擬透過拜訪日本都會區之市府教育單位以及縣級交

通警察單位，蒐集日本官方優質作法，以深度訪談方式瞭解活動開發策略、宣導

管道以及已開發之教案與教具內容，可有效精進博物館規劃與實踐兒童交通安全

教育活動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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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考察時間：2019 年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8 日 

考察地點：日本橫濱市 

參與人員：展示組 僱用技術員 李佳芬 

 

日期 地點 參訪館所/地點 

11 月 24 日 高雄→橫濱 啟程：臺灣日本東京橫濱 

11 月 25 日 

橫濱 

參訪橫濱親子類博物館─麵包超

人博物館、安藤百福發明紀念館

(杯麵博物館) 

11 月 26 日 
橫濱 

拜訪横濱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 

中小學校企畫課 

11 月 27 日 
橫濱 

拜訪神奈川縣警單位 

交通安全教育隊 

11 月 28 日 橫濱→高雄 返程：日本東京橫濱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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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横濱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中小學校企畫課 

 

 横濱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是類似我國市政府教育局的地方單位，中小學企畫

課是規劃該縣市高中、國中小活動的部門，也是交通安全教育推行單位，這次受

訪的是企劃係長松崎善夫先生與主任指導主事三橋弘康先生，三橋先生在來到事

務局服務之前，便是在學校服務，因此對教育現場的狀況亦十分了解。 

 

 橫濱市每年有約 3 萬名國小一年級新生入學，在入學時學校會發放由文部科

學省(類似我國教育部)所編製的宣導摺頁，主題為生命安全守則，分為三大子題：

防範犯罪守則、防災守則以及交通安全守則，會在課堂由教師解說後，讓學生對

回摺頁與家長一同討論摺頁上的情境，讓小朋友知道遇到狀況時要如何因應。 

 

 對學校教育而言，防災教育(地震、海嘯的應對)和交通安全教育是被歸類在

一起的，都是學生的防災教育，而且「演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除了大家

所熟知的地震逃生演練，對於學生在道路上會面臨到的狀況，學校也非常重視演

練。國小的部分，一、二年級的主題為舉手過馬路，三、四年級為騎乘腳踏車，

五、六年級為視覺死角和內輪差，除了教師在課堂授課外，也會與縣警隊和該校

家長會共同辦理體驗活動，加深學生印象。交通安全課程執行的時間由各校自行

決定，並非排在課表上的固定活動，而每位學校教師都要能教授防災教育課程，

而非以專科老師的方式進行。事務局人員表示，防災教育的規劃執行，學校端的

自主權很大，並非由事務局出面要求，雖然如此，學校對於防災教育仍相當重視，

品質由各校校長把關，事務局亦可透過每年由教師繳交的教學成果報告，了解各

校對於交通安全教育的實施狀況，若有建議則透過事務局召開的校長會議中反映

給各校。橫濱市則是每年會選出 10 所(8 所國小與 2 所國中)防災教育推行模範學

校，供全市老師前往觀摩，對獲選學校而言除了是極大的榮譽外，亦可獲得教學

經費補助。 

 

 由市政府舉辦的相關活動，則是辦理競賽類活動，例如標語 Slogan 競賽、

繪畫競賽以及結合學校的暑假作業，以交通安全為題讓同學有自由發揮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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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濱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中小學校企畫課訪談狀況。 

 

 

筆者與横濱市教育委員會事務局中小學校企畫課人員合影留念，左一為企劃係長

松崎善夫先生，左二為主任指導主事三橋弘康先生，右一為本次大力協助聯繫與

翻譯事宜的新竹縣東興國小家長委員會副會長合志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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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文部科學省編制的學生安全守則摺頁，於國小一年級新生入學時發放給學

生，內容亦規劃有與家人一同討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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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製作專屬年曆，左側為國小二年級學生作業，完成後可由教師上傳官

網，可獲得一個合成檔案，製作客製化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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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奈川縣警單位交通安全教育隊 

 

本次拜訪的交通安全教育隊，隸屬於神奈川縣警察本部，本部大樓位於東京

都神奈川縣橫濱市中區，是神奈川縣重要的行政單位所在地，神奈川縣廳及橫濱

市廳皆位於此區。因是警察單位，訪客管制相當嚴謹，非經預約以及拜訪對象親

自帶領，一般民眾不得隨意入內。 

 

受訪對象為警部高橋一成先生與警部補武田真由美小姐，武田小姐已擔任交

通教育推廣工作近 20 年，有相當豐富的活動經驗。位於神奈川縣警察本部的交

通安全教育隊負責的工作，相當於是全縣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動的總規劃，一般而

言，到學校推廣的教材是採用由中央(文部科學省)制定的版本，日本國內各縣市

配合執行，不過各縣市亦可依當地需求，另行製作教材；交通安全教育隊除了教

材規劃外，另一個重要任務為辦理地方警員培訓，地方警員到校進行教育活動前，

需要先到地方政府警察本部受訓，熟悉教材，武田女士便是在警察本部扮演這樣

的角色。 

 

到校服務的部分，以幼兒園為例，一年至少進行一次，每次上課時間為一小

時，由 3 位警員共同執行。因為對象是幼兒，因此採用戲劇和卡通手法，警員會

戴上頭套扮成人偶，進行 15-30 分鐘的表演，用情境劇讓而兒童了解推廣內容，

也拉近距離，除了演戲外，也運用約 10 分鐘的卡通影片，之後 20 分的時間讓小

朋友進行演練。戲劇的部分，為了貼近兒童的需要，武田小姐在設計時會與幼兒

園教師一同合作，亦針對特教學童另外設計內容。 

 

國中小和高中實施的狀況，也約是一年到校服務一次，因學校課程有規定一

年要上 6 次交通安全相關課程加上警員到校推廣演練，因此算是每年例行的業務

之一。依對象的不同有不同主題訴求，國小生為安全過馬路(步行者角度)、國中

生為安全騎乘腳踏車、高中生則是騎乘機車的安全教育；除了與學校的例行工作

外，也會另與學生家長組織活動，民間企業方面則有卡車業者與宅配業者(黑貓

宅急便)也會配合到校服務，如提供大型車到校讓學生體驗視覺死角，汽車業者

如 Honda 與 TOYOTA 也有課程可以配合提供服務。 

 

訪談結束後，武田小姐帶領我們至停放於戶外的巡迴教育專車，名為

“ Yutori-go”是第四代的巡迴教育專車，耗資 3500 萬日元。除了具有模擬駕駛

功能外，還具有自行車模擬器，以及新功能如駕駛、步行能力診斷和交通安全測

驗，開發主旨在應對複雜且多樣化的事故類型，配備各種模擬功能，希望啟發學

童對於交通安全的學習與關注。行人模擬器利用運動傳感器檢測平面或空間中的

運動軌跡，學童可以通過穿越虛擬道路的經驗來檢查自己的步行能力和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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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駕駛、步行能力診斷中，可以通過觸摸發光的圓形燈來確認認知能力，瞬時記

憶能力等等。 

 

 

 

筆者與神奈川縣警單位交通安全教育隊人員合影留念，右二為警部高橋一成先

生，右三為警部補武田真由美小姐。 

 

武田真由美小姐示範到校解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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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到校服務，使用一系列行動教具；此套教具為富士防災公司提供縣警隊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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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交通安全教育，開發巡迴教育專車，上圖為筆者參訪時所攝外觀，因當時

為雨天，不便開啟艙門，下圖為實際到校使用時所攝照片1。 

                                                 
1
 https://www.kanaloco.jp/article/entry-27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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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教育專車內部。內有三組教具，右上呈現的是腳踏車騎乘模擬器，騎乘者須

確實做到螢幕上的指示，例如路口轉彎前，頭要伸出向前探並左右轉頭確認橫向

是否有來車。結束後會有一張成績單，提醒沿途各關卡中未做好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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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先警總部大樓於一樓迎賓大廳旁，規劃有小型博物館，供團體預約參觀，

由教育隊員警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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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麵包超人博物館、安藤百福發明紀念館 

 

麵包超人博物館 

 

「麵包超人」是繪本畫家柳瀨嵩的作品，以「麵包超人」為主角，搭配各種麵包

造型的角色，即使反派主角「細菌人」也有其可愛的一面，1988 年被改編為動

畫作品持續至今，深受許多孩童喜愛，在台灣也是許多大小朋友的共同回憶。日

本共有 5 座麵包超人兒童博物館，包括宮城縣的仙台、愛知縣的名古屋、兵庫縣

的神戶、福岡縣的博多，以及神奈川縣橫濱市。 

 

本次參訪的「橫濱麵包超人博物館」是 2019 年重新開幕的展館，相當新穎明亮。

離地鐵站約步行不到 10 分鐘，博物館入口有座一層樓高的麵包超人戶外模型，

從遠處路口便入眼簾，入口旁的路口還派有保全人員管制車輛，讓來館的兒童與

推著嬰兒推車的家長在入館前便感受到館方的貼心。 

 

整棟建築有三層樓，一樓是不需參觀門票的商店區，若是要參觀博物館，則是要

上到二樓才是購票與驗票處，而實際參觀的場域在三樓。 

 

 

麵包超人博物館共有三層樓，入口處設有大型麵包超人模型，在遠處即可看見，

亦吸引兒童與家長與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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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三樓的博物館展區，都是簡單的操作設備，並未使用多媒體的展示手法，兒

童可以很直覺地操作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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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店販售的餐點以麵包超人卡通中的角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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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主題角色形象於館內各式空間與器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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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區亦可見與知名品牌合作商品 

 

善用節慶話題創造拍照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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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商店區空間可靈活運用，平時為玩具體驗區，到了定時表演的時間，又可化

身戲劇表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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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三樓的麵包超人表演秀，座位規劃巧妙地運用坐墊與矮長凳，讓幼兒坐在最

前方，家長和較大的小朋友坐後方，不會遮蔽幼兒視線，最前端的紅繩仍可規範

出觀眾活動範圍，但若小朋友太興奮衝出，也不會容易絆倒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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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有定時的人偶表演，圍桿高度配合兒童觀眾，採用高度較低的設備。 

 

 

安藤百福發明紀念館 

世界上第一個發明杯麵，為全世界的飲食文化帶來巨大革新的正是日清食品

的創業者─安藤百福。在這個體驗型博物館內，遊客可以透過玩樂、品嘗等方式

學習安藤所主張的「Creative Thinking＝創造性思考」。其中，可以製作原創 DIY

杯麵的「我的杯麵工廠」更是館內的人氣體驗區。 

 

安藤百福發明紀念館將本身定位為體驗型紀念館，目的在啟發和培育每個孩

子內心所擁有的創造力和探究心，讓參觀者親身感受安藤百福先生的“Creative 

Thinking = 創造性思維”，透過參觀、觸摸、遊玩、品嘗，希望大家在快樂中獲

得發明、發現的啟示，發現屬於自己的創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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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除了常設展區，另設有兒童遊戲區，僅開給國小生以下兒童，成人不能

單獨參觀，6 歲以下兒童則須有家長陪同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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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整體以白牆搭配木製地面，是簡潔的風格。參觀過程中可不時遇到在角落有

掀開(運用杯麵被掀開的意象)的小鐵盒，每個鐵盒內藏有不同的創意思考小點

子，極具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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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 有關交通安全教育的校園推廣，有賴地方政府教育單位與學校間的良性互動。

以橫濱市為例，事務局的官員多有在學校教育現場服務過的經驗，不僅熟知

第一線的狀況，也會重視學校教師的意見回饋。 

 

2. 在教材方面材料相當多元。除了文部科學省提供的全國版本外，警察、學校

教師和防災業者皆累積各式教材供有需求的教育者選擇。以神奈川縣警隊的

宣導車為例，體驗設施單元是由業者已開發的項目做選擇，警員不須從頭發

想設計，可節省許多成本和時間。 

 

3. 重視「演練」。日本人實事求是的精神已是全球皆知的民族性，透過這次訪問，

更加印證此一說法。以學生安全過路口為例，除了學校與警察會在學校教學

時確實執行演練外，透過向家長宣導安全知識，家長在學校外也會確實要求

小朋友做到演練項目，讓教育不是只停留在校園內，能落實到學童生活當中。 

 

 

 

(二) 建議 

 

1. 與學校教師交流合作。本館在 Fun 城市展示廳建置後，在推廣活動方面朝移

動式實體教具或數位教材方面發展，未來可尋求與幼兒園或國小教師合作契

機，例如 108 課綱中的跨域教學，即可融合交通安全教育去發展課程。 

 

2. 與企業合作引進新能量。在交通安全議題上，日本的企業如 Honda 汽車、黑

貓宅急便或是防災產業，都樂於與學校或警察單位合作，辦理宣導活動。本

館亦可積極企業洽談合作，創造雙贏成果。 

 

3. 從日本重視「演練」的經驗來看，在博物館即為「體驗」的重要性。在現今

體驗科技越來越栩栩如生、身歷其境的訴求下，博物館運用這類科技，除了

娛樂效果外，更有教育性的訴求，未來在推廣 Fun 城市展示廳活動時，可做

為更有利的宣傳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