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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博物館資源的 
國小科技教育

文．圖／謝君偉

本文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為場域，從教學者角度談「博物館資源融入課程的教學應

用」、「校訂課程前導的解說訓練」及「學校與博物館資源的教學結合」三個角度，探討進

行國小科技教育時，如何融入博物館資源。

在社會變遷與多樣化遽增的時代，教

育方式的多元與結合社會資源的方式已經

是一種趨勢，運用博物館豐富教學資源，

在學校制式化課程中融入，讓教育能更貼

近社會現實面，進行博物館利用教育，也

是12年國教課綱校訂課程的一種實施方式。

因地緣的關係，筆者任教的高雄市立

民族國小（以下簡稱本校），位於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館）旁，本

文以科工館為場域，從三個角度探討學校

如何融入博物館資源，進行國小的科技教

育，第一部分是教師如何在課程中融入科



科學研習   NOV 2017   No.56-11

13

學博物館的教育資源，以科工館的莫拉克

展示廳及動力機械廳為例。第二部分是運

用科工館場域訓練小小解說員，將教育主

體回歸到學生。第三部分則是學校與公共

資源的結合，在科工館展示廳進行全校

性的探索活動，認識在地特色，希望將學

校、社區與公共資源做緊密的結合。

博物館資源融入課程的教學應用

科工館是南部地區大型博物館之一，

主要展示以科學、科技、和工業為主，與

國中小教育內容十分貼近。其中科學開門

廳更是在早期九年一貫課程起步時，以課

程教學內容體驗作為發展主軸。而在八八

風災後，紀錄風災始末作為回顧與展望，

記取天災教育的「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

館」，更是一大展示特點。

在國小自然科教學內容中，六年級第

一單元為天氣的變化，第三單元為大地的

奧秘，同為地球科學與環境相關課程。在

天氣教學中特別以流水對大地的侵蝕、搬

運與堆積，對地形地貌的影響、各種天氣

圖符號的意義及颱風的危害作為教學主

軸。而科工館六樓「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

館」中的「沉浸式劇場─重回莫拉克」（圖

1）就以觀賞者身歷其境的方式來經歷風災
始末，由氣象的觀點先介紹 2009年 8月
8號前的天氣狀況，接著颱風的形成與結
構，莫拉克颱風的走向與當時引入的西南

氣流如何在南部地區短時間集中了臺灣近

一年的平均雨量，而導致豪雨成災大地變

動，讓學生在短短 15分鐘內，印證天氣單
元中所學習過的概念，並與真實社會的天

災進行連結，記取歷史教訓展望未來。

圖 1. 莫拉克展示廳沉浸式劇場，說明颱風的生成與莫拉克颱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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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災科學觀」展示區中，學生

能實際操作體驗氣象中（圖 2）的流水變
化、科技防災與勘災，颱風的各項專有名

詞與變化，例如：藤原效應和共伴效應等

容易致災的天氣現象。除了動態的沉浸式

劇場，還有重建之路，學生了解了風災過

程的辛苦救援，與災民安置過程，省思與

前瞻未來的道路。在「莫拉克風災重建展

示館」中，從氣象的觀點出發、到流水造

成的地形與災害（圖 3），將天氣變化、大

圖 3. 運用科技模擬土石流的產生與致災過程

圖 2. 莫拉克展示廳融入教學，各種流水可能造成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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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奧秘與社會需求，做一個整體性的描述

呈現，與未來 12年國教的核心素養課程切
合，跨越學科分際值得在課堂中做為一個

主題項目，讓學生們深化思考與討論，議

題更貼近真實現狀。

位於二樓的「動力與機械」展示廳，

筆者常用來配合六年級下學期「簡單機械」

單元教學，展示區一進門就展示了人類文

明的演進過程，呈現能源的各種運用─火

的使用，接著左側的槓桿原理實驗器，可

以直接做為教具教學，前方就是各種齒輪

與傳動方式的演示，從能源到傳動一次呈

現。接著展示廳中段則是呈現了各種能源

的運用與產生，從水力發電、蒸汽機到電

力的產生原理，逐一呈現現代文明的工業

發展，並展示出各種現代化機械實品，如

汽機車的實體結構，還有騎乘體驗。最後

呈現各種未來新科技，有 3D浮空立體投
影與 NEO機器人的演示，讓學生在展示廳
中，一覽工業技術的各項發展。

學校本位的解說員訓練

本校鄰近科工館，長期以來規劃參觀

活動，做為學校特色課程，實施方式為分

年級各展示區參觀及運用科工館學習單，

做為本校特色發展課程。而筆者在學校中

任教自然科，從五年級開始即發現，奇幻

聲林與五年級聲音單元可做為教學應用，

飲食的科學也可與生活課程搭配。希望能

進一步深化教學內容，採取學習、思考、

表達的教學模式，規劃解說員培訓，由學

生同儕互相帶領與引導的方式，進行博物

館的學習，更進一步產出 108年實施的新
課綱「素養課程」。發展過程分為四階段：

1.教師社群、2.成員招募、3.訓練課程、
和 4.解說任務。

圖 4. 科工館小小解說員招募與培訓，討論解說內
容及與口語表達

第一階段由自然科老師組成「走讀科

工館社群」，先行規劃科工館 12個適合各
年段學生學習展館，對學年提出建議參觀

的順序，適時地融入課程中，在日程上搭

配科學園遊會和科展等全市性科學活動。

接著開始由外而內設計相關學習單，從地

理位置、建立年代與目的、建築特色與分

館，到內部各樓層的展廳名稱，讓學生能

預先進行探索。

第二階段是解說員招募（圖 4），主要
對象是本校五六年級學生，對於自然學科

有一定基礎，又具有服務熱誠的學生。招

募過程分為兩關：第一關是閱讀一篇科學

文章，接著寫出重點進行一分鐘的口頭報

告，取得預備解說員資格後，老師提供科

工館展示區學習單。接著第二關則是在暑

假期間，由父母帶領到科工館中，認識各

展場的配置及寫出三項自己最感興趣的展

示品，在暑期末的解說員培訓營中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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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訓練課程分為兩部分：第一

部分是暑期解說培訓營（圖 5），由筆者
帶領到科工館內實地參觀，並對各展場進

行簡單介紹，再由學生討論出展場主要表

達的內容以及選出三項重點解說展品。第

二部分則是每周一午休進行解說訓練，從

展廳認養開始分派各展示廳解說員，接著

撰寫展示廳簡介，進行各展廳三分鐘的口

頭報告。再深入了解三項展示品做深入介

紹，為期一個學期。每次介紹以 10分鐘為
限，訓練課程完成後即開始進行解說任務。

第四階段為解說任務（圖 6），分為在
校解說與在科工館實地解說兩部分，1.在
校解說則是採取班級預約，在班級規劃參

觀科工館前，預先於在早自修進行該展示

廳的簡介以及重點展示品，並視班級個別

需求說明展示廳學習單。2.在科工館實地
解說則是運用四月四日兒童節前夕，由教

務處規劃親子闖關活動─科工館大冒險，

解說員自行設計解說海報及展示廳中三個

問題，並有闖關卡提供給全校師生。闖關

當天由解說員擔任關主。

經過一年的解說員培訓，明顯可看出

學生對科工館的理解有所深化，不再是走

馬看花或是直接詢問學習單答案在那裡的

參觀學習方式，而能對科工館內內外外如

數家珍、靜靜駐足在展示品前做紀錄，並

能主動與同學分享與介紹。新課綱的素養

課程概念就是讓課程能落實在生活中，學

生的內在想法與外在行為的一致，不再是

考試歸考試，實際生活都不是那一回事！

而經過解說培訓的孩子，未來朋友探訪

時，也能親身帶領介紹家鄉的特色博物館

─科工館。

以科工館為場域的親子探索活動

經過兩年在科工館的課程融入與啟動

解說員培訓後，筆者開始有想法希望能讓

本校師生對博物館教育有更深的認識。適

圖 6. 小小解說員繪製解說海報，在班級中進行解說圖 5. 解說員實地參觀科工館進行小組試講，了解展示
重點及訓練臨場表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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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闖關櫃台與題目公告。由學生自願擔任關主進行
活動方式解說與分發闖關卡

圖 8. 闖關學生自己在展示廳中尋找問題答案，問題引
導式的自主學習，勝過講解式的導覽

逢教育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央國教輔

導團舉辦了「跑跑科博館」的教師研習活

動。以臺中科博館做為場域，問題引導的

方式讓參與的老師在科博館中進行探索活

動。筆者在參與後覺得本校也可運用類似

的方式，進行科工館的探索教育。融入資

訊素養的觀點來進行科工館的自主導覽，

問題導向的活動出發，讓學生自我探索，

能讀懂題目、能看懂展示品解說牌，最後

能清楚表達出答案。

活動分為事前準備與當日活動：

1. 活動準備：筆者預先與科工館相關行政
溝通當日入館事宜，在活動前先帶領解

說員選出闖關的 12個展示廳，讓解說員
從中找出三個展示品，設計相關的問題

（圖 7）。例如：莫拉克風災累積雨量達
到多少毫米？航空與太空中的噴射引擎

屬於什麼型號的客機所有？健康促進展

示廳中，咧嘴貓得了什麼疾病？而這些

問題設計都必須實際參觀展示廳才能找

到答案。接著規劃闖關卡片發送給全校

師生，並用不同顏色區分不同年級，低

年級並須在科工館中完成六關、中年級

八關、高年級十關（圖 8），完成後可到
大廳本校服務區抽獎。

2. 當日活動：2017年度「親子共同探索科
工館」活動選在 3月 29日周六進行，
擔任關主的解說員需要在闖關前，將解

說海報與問題卡片準備好，等同學準備

好闖關時，先由解說員作展示廳簡介一

分鐘，再抽問題卡牌，確定問題後進入

展示廳中尋找答案，口頭回答後完成該

展示廳闖關（圖 9，頁 18）。
2017年度活動親子參與人數達到1,500

人，幾乎本校有 1/2的學生及家長參與當
日活動，而且頗受好評。在闖關當日校長

與兩任家長會長及家長委員一同參與活

動，當同學詢問防疫戰鬥營展示廳位於何

處時，一時間也答不出來，可見雖然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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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科工館，且多數學生及家長都屬於科

工館周邊可以免費參觀的里民，但對博物

館的認識仍非常有限。本校教師在課程規

劃上，較缺乏整體性的科工館認識，較常

以單一展示館參觀作為學習內容，遇到需

要整個科工館探索時，對於內部熟悉度就

稍嫌不足，顯見學校的在地化資源及經營

仍然有發展空間。

經過本次活動後，確定科工館小小解

說員的任務取向及學校發展 12年國教課
綱校訂課程的大致方向：以科學課程作為

其中一個主軸，讓學生能認識科工館、解

讀科工館、和推廣科工館，做為三階段進

程，六年級畢業前夕也進行科工館探索活

動，抽取問題尋找答案，打破展示廳的限

制，讓學生自己判斷問題可能位在什麼展

示廳中，再自行尋找答案。這項活動的設

計即將閱讀理解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進行

結合，培養學生真正能應用的生活素養，

從博物館中學習生活，將生活又能融入博

物館（圖 10）。

結語

全臺灣各類型博物館一直擔負著教

育、展示、推廣活動等不同社會教育任

務，而筆者碩士論文也以學童在博物館中

的問題解決為研究主題，並對不同展示類

型的學習效果有所著墨。比較臺灣、日本

與加拿大等科學中心後發現，早期臺灣博

物館是靜態展示為主體，參觀為主要學習

方式，近年已有大幅度互動式設施的設

計，增進民眾參觀博物館的意願與學習效

果。筆者在近兩年中不斷運用科工館進行

課程融入，將教室搬到科工館，發現具備

課程先備經驗的學生，進到博物館後能迅

圖 9. 關主解說展示廳與提供闖關題目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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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族國民小學自然科教師

速找到需要的學習內容，而與老師問答時

也能把握問題重點，找到答案。可見博物

館與課程教學面向需要十分緊密的結合。

以筆者的教學經驗為例，訓練科工館

小小解說員進一步深化教學內容，從單純

的參觀科工館，開始發展到展示品的解

讀，再到能對他人進行解說，符合翻轉教

育理念─學習、思考和表達三階段進程，

未來也將依循解說員訓練的過程，來撰寫

本校特色發展課程，讓孩子從在地生根，

展望未來。

而科工館的親子探索活動則是結合科

工館與當地民眾發展的活動，刺激在地的

參與同時讓博物館參觀活潑化，運用 PBL
問題引導式的教育方法，將參觀任務轉化

到學習者身上，父母親帶著孩子找答案，

既是學習活動也同時增進親子情感。從參

與的家長口中說出：「原來科工館也可以這

樣玩」，這些正向的活動回饋中，也代表其

對博物館教育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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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全校親師生一起動起來的科工館探索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