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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主要在簡單介紹筆者赴澳門科學館，了解它們天文館的運作以作為將來本館一

些活動設計甚至硬體更新的借鏡。本館除去自然史館的部分之外，太空劇場及科學中

心的搭配，正好和澳門科學館之天文館與展覽中心的設置，有其相似之處，而近十年

內的亞洲區的科學博物館，澳門科學館是很表現活耀的館所，所以藉此機會增進彼此

的經驗交流，這一次的考察活動也都圓滿完成預定目標，也非常感謝教育部的大力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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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 
此次出訪的主要目的為將來科學中心營運及未來太空劇場如何結合科教活動來觀摩，

尤其是澳門科學館中以其高解析度的天文館劇場而聞名，其劇場曾經是世界第一座擁

有 8K 球幕投影系統，也榮獲金氏世界紀錄組織列為全球最高解像度的立體天文館，

當然是這次參訪的重點。而科學館中的展覽中心，其展覽物件和本館的科學中心有其

相類似之處，加上本館科學中心四樓物理世界也要進行下階段的更新，當然也可藉此

機會好好觀摩，對於展覽和科教活動做意見交換，也開拓將來合作的可能性除了在澳

門科學館的行程之外，本人也拜會了澳門科技大學的夏至浩博士，就將來天文科學的

合作，協調出將來工作內容的分配及課題的選定。 

 

過程 

 

這次 12 月的行程去除掉路程本身，安排了五個整天來執行觀摩計畫。澳門科學館主體

分三大部分，分別為展覽中心、天文館以及會議中心。此次計畫重點為澳門科學館如何

利用它們世界級的劇場設備去辦理各項活動，所以本人利用一天半的時間待在天文館，

其中半天為觀賞劇場及劇場活動，而一個整天為天文館人員帶領本人認識劇場軟硬體，

以及詳細交流他們的劇場活動規劃。至於展覽中心的各展區，因為多達 12 個常設展區

再加上兩個特展區，所以本人也花了一整天時間去做參觀並參與導覽行程，至於會議

中心並不是本次的重點，但出於禮貌也接受當地的工作人員導覽介紹花了半天時間。

而在澳門科技大學的行程，本人也安排了兩個整天，一方面有參與夏至浩博士的實驗

室的 meeting，也花了一些時間和夏博士協調未來的天文科研上的合作，而夏博士也利

用時間介紹了澳門科技大學在天文物理及太空科技所做的參與和貢獻，希望有些元素

也能和本人的研究以及本館的科學教育活動做整合，達到雙贏的效果。本文後段本人

這次出差的行程和一些圖片簡列如下  

 

王斌威 助理研究員 行程 

 

108/12/06（五）臺中澳門 

108/12/07（六）參訪澳門科學館 

108/12/08（日）參訪澳門科學館 

108/12/09（一）參訪澳門科學館 

108/12/10（二）訪問澳門科技大學 

108/12/11（三）訪問澳門科技大學 

108/12/12（四）澳門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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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學館之外觀為世界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所設計 

 

 
澳門科學館不只是澳門科學教育的重鎮，它也是國際旅客來澳門的重要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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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館內的中控系統 

 

 

天文館的人員位筆者介紹天文館的活動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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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心的翻譯隔間 

 

 

澳門科技大學的夏至浩博士為筆者介紹該校太空所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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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結論 

這次能夠順利成行並圓滿結束工作室需要些運氣的，其實在事前就有許多不確定的過

程。因為兩岸的政治現況加上澳門本身區域的獨特性(因為香港反送中活動越發激烈)，

使得一些行政程序的準備和行程的安排，都要在很多不確定下趕快完成，這也算是這

次出訪活動的插曲。返回正題，這次的觀摩在天文館的部分，是真的有讓人大開眼界的

感覺，以設備來說，當然 8K 的劇場效果還是讓人覺得很讚嘆，但更讓人覺得不簡單的

地方，從一開始它們對於天文館的期待就不只是劇場，而是一個可以結合劇場的展演

中心，這對筆者來說是一個有衝擊性的概念。簡單說本館的太空劇場就是以劇場做發

揮，從 30 年前至今也給不少來訪的觀眾產生感動，而澳門科學館的概念其實可以幫助

我們把太空劇場的功能更加擴大。其實天文館的工作人員也跟我分享，有這類型的超

前概念也是澳門地區特色。第一澳門地小，缺乏大活動的展演中心，光靠劇場的收入是

不夠的，而且劇場的當地回頭客是不多的。所以本來就自然而然會朝這方面發想。再來

就是和台灣相比，澳門的光害以及自然環境的空間是更為嚴峻的，天文館朝這方向規

劃，可以吸引到更多觀眾。為了發揮天文劇場的特色，負責科學館的總監會要求，在天

存館辦演講或活動的背景，要符合特色設定而不能直接用投影片格式，他是如此說:如

果只是把 PPT 投影在球型布幕，那太浪費了，不如直接用一般的演講會更為適合。從

這一點可發現澳門科技館在天文館的經營上有獨到之處，而不適單靠硬體設備傲人而

已。 

 

就展覽中心來說，澳門科學館的規模整體來說是比本館要小的，但本館同事具有科技

館和自然史館的規模，所以兩相比較應該要以我們的科學中心最類比才更為適合。如

果以科學中心和它們的展覽中心做比較，規模是他們大些，不過以導覽場次的開放數

以及導覽訓練來看，我會覺得本館的導覽扎實度是比較夠的，不過這也是澳門地區的

難題，賭場經濟佔據所有澳門經濟的九成以上，對於科學教育的投入者和科學教育的

人口基數，是不如台灣的，但反之我會對在這大環境下還在努力科學展教活動的科學

館同仁致上敬意。如果以展項內容來說，也有些新奇之處，首先是它們的機器人展廳，

在這新世代的科學工藝的展示下，其實很有趣。至於另一點亮點是，我發現它們的兒童

展區，親水設施及水的展示很多，這對小朋友們是很有吸引力的，也會顯得展廳很活

潑。至於會議中心不是此次參訪的重點，但筆者發現每一個會場不論大小，都有設置翻

譯包廂，這在台灣是不多見的，也顯示出澳門當地的國際性是充足的，畢竟線澳門地區

的語言會以中文、葡萄牙語及英文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