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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一)課程概述 

「博物館管理」課程是以問題導向為核心，側重博物館管理知識、能力、視野的培

育；將以管理理論系統為經緯，導入博物館研究，輔以現場情境資訊，從理論、實務等多

元角度，理解博物館存在價值與發展趨勢。本課程目標如下： 

1.理解博物館管理之理論與實務運作。 

2.藉由課堂報告之訓練，具備資料搜集、整理與分析之能力。 

3.對於博物館之當代議題，發展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 

 

本學期課程結合「高教深耕-敘事力課程計畫」，融入議題導向的實踐學習，學生透過

資訊蒐集分析和對話溝通，融合本身專業知識，讓值得被關注的社會議題或問題被看見，

使學習產生影響力，期待培養具有整合知識與資源、綜合敘事力，並能處理真實世界問題

的跨領域人才。  

 

關於實踐學習之進行方式，本課程以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主題為核

心，鼓勵學生發掘身邊的問題或社會議題，並幫助選定之問題／議題獲得更多關注。同

時，培養學生對訊息的統整判讀，練習將本位知識與敘事力結合的專業知能溝通能力，以

多元的成果展現方式，透過策展結合圖文、展件、表演、藝術創作等，作為期末學習歷程

的總結，並以得到迴響（如:臉書觀看次數、觀賞者回饋）為最終目標。 

 

(二)敘事主題 

本課程為鼓勵學生跳脫舊有博物館框架，積極思考博物館如何與社會產生關係，以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核心，設定符合博物館管理所觸及的社會議題，結合博物館管理理論

與經營管理議題，帶領學生就實際案例，鼓勵學生發掘身邊的問題或社會議題，並幫助選

定之問題/議題獲得關注。 

 

因此，本課程透過分組團隊合作，選定針對以下幾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設

計博物館可因應的管理行動方案。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  



2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

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

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同學們分為四組，最終選定「4.公平教育——博物館偏鄉教育」、「5.性別平等——

博物館性別議題」、「11.城市與人類居住——文化資產保護」、「14.海洋保育——博物

館的海洋保育行動」來作為本次敘事主題的發想。 

 

在「4.公平教育」主題中，教育組同學選擇以博物館偏鄉教育為切入點，並回到臺灣脈

絡探討博物館如何對此議題做出行動實踐。在眾多類型的文物館藏中，同學認為「藝術」 

是相對門檻較低、親近性高、適合作為「教育媒介」。小組提出融入行動藝術博物館車、

博物館藝術遠距教學，藝術動手三大元素之行動方案「ARTion × ACTion Project」，選定金

山地區為案例，進行方案規劃與策展。此主題之成果展現上，結合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與

小組設計之博物館教進行展示介紹，並以攝影作品為基礎，透過 Google Art & Culture - 

Art palette 平臺分析作品色票，來詮釋地方的色彩。同學們也在展場規劃一手作區，觀眾

可使用現場準備之材料，進行小幅的景物繪畫，其作品則能以平臺分析出專屬色票。

「ARTion × ACTion Project」盼觀眾能經此認識顏色應用於創作中的可能性，並暸解創作之

多元性。 

 

「5.性別平等」長久皆為社會中不可忽視的議題，性別組同學發現聯合國對此議題亦著

重在婦女權利之提升，故其選擇關注兩性於社會日常中的差異處境。參考國內外機構案

例，同學們就「增加政策透明度」、「機構設施平權化」與「機構人員儀表」之面向，關

注在機構中被輕忽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並於展覽中呈現對此議題之討論。該組同學將其展

覽名稱定為「M&M（Matchstick Museum）」，是以不分性別的「火柴人」圖樣為展覽

核心。「M&M」以議題、體驗、行動方案和動手繪圖組成展示脈絡，更結合情境體驗，將

生活中的性別困境具體呈現，激發觀者切身感受與思考。透過多元化的展示方式，使觀眾

能循序漸進暸解議題。展覽最後，同學亦邀請觀眾設計能代表性別平等之標誌，盼透過動

手設計，以促進大眾對議題之思考。 

 

「11.城市與人類居住」目標中細分許多項目，其中 11-4 項指出：「加強努力保護及

維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於此，文資組同學選擇從「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為議題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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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企劃主軸。經由案例搜集與分析，同學們參考博物館推動城市走讀、城市生活節和古

蹟修復再利用等案例，對現有城市文化資產，提出規劃探索導覽活動的行動方案「1930s 

漫遊三市街」。盼以體驗教育之方式，藉由周圍環境觀察、與地方交流及輔助資料閱讀，

近一步暸解文資保存之真正意涵，讓其保存價值與歷史記憶，再次回到當代生活中。展示

呈現共分為四個區域：前台/抽籤區、漫遊區、議題區、閱讀區。展覽背景設置為 1930 年

代的台北，觀眾可探索「三市街（艋舺、城中、大稻埕）」中的建築景點，同時另備有

1930 時期的建築照片透卡呈現其背後故事，也和 2021 年的建築現況進行今昔對比。最

後，觀者可於閱讀區沈澱，經由同學們自選的書籍深入探索議題。 

 

就「14.海洋保育」議題，海洋組同學搜集海洋生態相關產業之事實數據，並聚焦於海

洋生物多樣性，作為其選定之敘事主題。此外，同學們亦參考近海國家的海洋博物館案

例，暸解博物館可如何促進此議題之關注。在此次成果呈現上，呼應環境保育之初衷，同

學們以「O!Action」為展覽名稱，亦為其策展精神 Guard action for ocean 的濃縮。海洋

組設計一場沈浸式展覽，以議題、五感和互動為主要元素，將生硬的海洋保育議題轉譯為

生動有趣的五感語言。水藍色為展場的主調，呈現海浪波動的意象；除視覺設計外，展場

更有專屬的背景音樂，導覽過程中亦不時與觀眾互動，創造更多元的思考空間。最後，邀

請觀眾共同參與「未來海洋百科全書」的提案，設計原創的海洋生物，一同發揮想像力，

並促進對生物多樣性議題之關注。 

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課程設計 

(1)教學策略實施 

針對博物館管理相關知識之學習，課程以單元方式規劃授課內容，並結合案例討論、文獻

導讀、專題演講、每週心得作業等方式，加深修課同學對知識理論的理解，進而達到本課

程之授課目標。 

 

就敘事力議題呈現之操作學習，則依循以下步驟進行實作學習。 

1. 修課同學進行分組，共分為四組。 

2. 針對教師預先設定的 SGDs，請小組討論選定一個主題。 

3. 針對選擇的 SGDs 進行議題分析，包含了解聯合國 SGDs 目標的內涵，分析該議題的挑

戰與困難點，針對臺灣的脈絡討論該 SGDs 發展方面最需解決的問題為何。此步驟讓學生

了解 SGDs 為何？重要性何在？練習從發散的大目標收斂至在臺灣脈絡下的具體議題。 

4. 針對所聚焦的主題，進行現有博物館案例分析，搜尋現有博物館的作法為何並進行研究

分析。此步驟讓同學開始將 SGDs 與博物館結合，並了解到目前博物館已經有哪些作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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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SGDs，藉此啟發同學發展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5. 結合課程所教授的內容，以管理角度（例如組織變革、人力、資源、典藏管理）切入，

提出促進 SDG 的行動方案。此步驟讓同學練習策略規劃，以博物館管理思維，發展具體可

行的行動方案。 

6. 多元的成果展現實作，透過實體與數位展覽，將前述步驟所發展出來的議題、案例、行

動方案轉化爲展覽，用敘事力的表現方式，以具體展示來說故事，讓議題更生動、鮮明的

方式，讓大眾理解。透過數位展覽，將實體展覽內容轉化為數位，讓影響力持續擴大。 

 

(2)敘事力學習活動紀錄 

主題 敘事力課程成果發表準備週（展覽製作） 

時間 110.12.9（四）9:00-12:30 地點 宜真二樓大教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全體集合 9:00-9:10 各個組別帶來材料在大教室集合準備製

作。 

核銷流程 9:10-9:30 
助教為大家再次說明核銷流程，並為大家

製作核銷單據。 

各組主題確認 9:30-9:40 
林老師和助教前往各組確認展覽構思發想

和需要製作的物品。 

分組製作展覽 9:40-11:40 

四組同學（偏鄉教育、海洋保育、文化資

產、性別平權）分別製作展覽內容與展

品。 

確認展覽製作情況 11:40-11:50 
林老師和助教確認製作結果與完成度，為

各組提出相關的修改建議。 

Q&A 11:50-12:00 
請各組針對自己目前所遇到的問題提問，

林老師為大家解答疑惑，鼓勵大家。 

午餐討論 12:00-12:30 午餐時段繼續討論後續工作進度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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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同學製作展件過程 

 
說明：林老師與同學討論展件內容 

 

主題 敘事力課程成果發表（快閃成果展） 

時間 
110.12.16（四）9:00-

13:30 
地點 宜真三樓（立曜創造力領域） 

流程 時間 內容 

展覽佈置 9:00-11:00 修課同學們將預先製作好的展件、展板帶

至場地，進行展示空間之佈置。 

導覽 11:00-12:15 

邀請博館所黎世輝老師與二年級、三年級

同學，參與成果展發表。在宜真三樓空間

內，依循參觀各小組所策劃之敘事力主題

展成果，並由每組同學規劃導覽解說。 

交流與回饋 12:15-12:30 

導覽結束後，老師們給予每組展示意見回

饋；參觀同學則填寫本次課程特別製作的

問卷卡，給予展出同學回饋。 

餐敘 12:30-13:30 自由交流時間。 

活動照片 

 
說明：各組同學為參展者進行展示解說。 

 
說明：成果展圓滿落幕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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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各組同學為參展者進行展示解說。 

 
說明：成果展回饋問卷卡。 

 

(二)成果說明 

(1)成果展現(可複選) 

類型： 

☐ 短講 

☐ 影片/微電影 

☐ 文案/劇本 

☐ 影像作品(例：照片集) 

☐ 出版品 

☐ 公開展演 

 策展 

☐ 其他(請說明)： 

 

佐證資料： 

 

成果展覽海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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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現場導覽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HjnT-dt34  

 

(2)成果迴響(可複選) 

類型： 

■ 點擊率/觀看次數 

■ 觀賞者回饋 

☐ 社會運動 

☐ 他人的引用或使用 

☐ 校內外合作機會 

☐ 其他(請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HjnT-dt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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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證資料： 

 

線上展覽點讚/分享數 

資料名稱／網址 圖片 

線上展覽預告貼文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fjumust
/posts/4673362906090378 

 

https://www.facebook.com/fjumust/posts/4673362906090378
https://www.facebook.com/fjumust/posts/467336290609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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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果貼文-海洋組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61

452937281419/posts/46748541

49274587/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4854149274587/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4854149274587/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485414927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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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果貼文-性別組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61

452937281419/posts/46792298

42170351/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9229842170351/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9229842170351/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922984217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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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果貼文-教育組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
937281419/posts/467790204230313
1/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7902042303131/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7902042303131/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779020423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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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果貼文-文資組：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
937281419/posts/468228101853190
0/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82281018531900/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82281018531900/
https://www.facebook.com/261452937281419/posts/46822810185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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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展回饋 

 
觀展回饋卡列舉 

問題 部分回答 

哪一組對SDGs議題的

敘事力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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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對教育組的回饋

建議： 

 
觀眾對文資組的回饋

建議： 

 
觀眾對海洋組的回饋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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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對性別組的回饋

建議： 

 
 

(3)執行成果 

 

質化成果說明 量化成果說明 

1. 經由課程安排與操作，學生練習結

合本位知識與敘事力的專業知能溝

通能力，並以實體及線上展覽方式

呈現學習歷程與成果。 

2. 經由學生舉辦之展覽活動，將議題

資訊擴散，進而帶動他人對議題之

討論與關注。 

1. 實體成果展覽 (110.12.16) 參與者共

達 40人以上。在成果回饋部分發，

放問卷予觀展同學填寫，收回 13份

參觀問卷；另發放自評與同儕回饋

問卷予修課同學填寫，共收回 17份

問卷。 

2. 各組展覽成果以圖文方式，發佈於

博館所粉絲專頁，進行線上展示

（110.12.23-至今）。本展發布五

篇相關貼文，並共獲得 447 個讚數

與 30 次分享數。 

 

(三)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問卷回饋 

學生問卷成果共收回 17 份，修課人數為 17 人，填答率為 100%。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如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7-fKhXZN7Nejhgtxc06xTC8lPn9F2-

87TUq6vzi1CA/edit#responses ）及下圖所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7-fKhXZN7Nejhgtxc06xTC8lPn9F2-87TUq6vzi1CA/edit#response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7-fKhXZN7Nejhgtxc06xTC8lPn9F2-87TUq6vzi1CA/edit#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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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成效分析 

在「課程滿意度（1-3 題）」面向，普遍得到「同意」回覆，尤以「3、課程能結合實

務專業，有助於我將課堂所學到的知識應用於實務上。」中，更得到 82.3%的正面回覆

（17.6%非常同意，共 3 人； 64.7%同意，共 11 人；17.6%普通，共 3 人）。 

 

在「自我學習態度（4-8 題）」方面，除「8、在敘事力課程中，我會在課外時間主動

研讀，自我加強。」中僅有一人不同意，其餘問題回應中「非常同意」與「同意」皆佔 2/3

以上之比率，尤其在「7、在敘事力課程中，我會仔細聆聽並專心投入活動中。」，更有過

半數同學（52.9%，共 9 人）「非常同意」自身表現。 

 

「學習成效（9-14 題）」面向之統計結果，則可見普遍 2/3 以上皆同意學習成效。其

中，「14、相較其他課程，修讀本課程能幫助我將資訊理解內化，並用自己的方式清楚向

他人說明。」僅有 2 人（11.8%）回覆「普通」，其餘皆為同意。 

 

最後，在學生想法（15-17）相關之題型中，亦能見到學生是多肯定多元創新的教學方

式。願意再修讀也推薦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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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課程給予同學進行自我評量與小組同儕評量，針對學習歷程進行反思，提及

本課程對於自身學習的啟發與收穫，舉例如下： 

「因為 SDGs是個非常複雜且範圍很廣的目標，這次我們只是挑出其中的四個議 題的其中幾個細項

來討論，但事實上還有更多社會議題是需要被重視和處理的。而在變遷的過程中，博物館可以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來讓社會變得更友善永續，是個值得我們不斷思考的事情。…博物館與現代社會的關

係緊密，因此不應該旁觀，而是嘗試以行動者的身分影響 社會。這是敘事力計畫帶給我的啟

發。」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 SDGs所提及的相關議題，但很少注意到博物館在面對這些議題時所

採取的行動。透過本專案，我們能試著從博物館的角度出發，採取相對應的行動，讓議題被看見。

從最初的資訊蒐集、研究與分析，到提出博物館管理策略與行動方案，以及最後的實體成果展及線

上展，整個過程從無到有，從創意發想到實際執行。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順利將想法實際付諸行

動，有一個完整的成果可以展現，讓大眾藉這個機會了解博物館是如何回應永續發展議題。」 

「個人自我成長方面：在導覽的過程，能直接接收參觀者主動分享自我想法、對於展覽的讚譽有

加、建議回饋等；或是當參觀者提出問題詢問，能詳盡地、好好地向對方解釋說明，這對於不善言

辭的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勵與進步。從一開始不熟悉會緊張、結巴，只好把每一次導覽視為可貴的

練習，試圖減輕自己的心理壓力，到後頭越來越順暢，也越有信心，是這次最大的收穫。」 

「綜觀本次專案經驗，個人獲得的成就如下： 

(1) 愉快的團隊合作經驗。 

(2) 文化遺產的策展想像與實驗。 

(3) 文本轉換成視覺呈現的可能。 

(4)從各小組的敘事呈現，理解每一位同學在博物館領域的興趣，以及博物館學的專業知識，

可做為同學們未來在相關領域合作發展時之參考。」 

三、照片錦集 

 

  
說明：文資組成員在開展前抓緊時間合力佈展。 說明：參觀同學認真聽導覽解說並進行反饋。 

 

四、反思與檢討 

1. 經費使用溝通： 

本次課程展覽製作過程中所需準備之材料，是請同學預先提出經費使用流向，再

做購買。然而，碩一同學對於學校的行政體系不熟悉，以至於在經費核銷的方面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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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師、助教溝通充分，並與原先預估之金額產生誤差。之後可能需要更多的提醒與

講解行政手續的部分。 

 

2. 展覽製作期程安排： 

由於成果是各組別製作一個微型展覽，許多同學對於展覽製作的時間方面不能準

確的預估，險些耽誤展覽時間。另由於同學對於展覽求好心切，未來在時程規劃上，

展覽的前置作業可以多一些製作時間。 

五、結論及未來展望 

經由問卷成效分析結果可見，針對博物館管理相關知識之學習，學生多肯定課程安排

之內容。對於課程以單元授課，並結合案例討論、文獻導讀、專題演講、每週心得作業等

方式，著實加深了修課同學對知識理論的理解。同時，本學期課程結合「高教深耕-敘事力

課程計畫」，融入議題導向的實踐學習，培養資訊統合與敘事表達之能力。學生透過將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與現有的博物館案例相連結，進而規劃出博物館行動方

案，能充分針對議題連結並設計提案，亦呼應近年博物館學領域中所倡議之「博物館行動

主義（Museum Activism）」理念。最後，透過於 12 月中舉辦成果展覽之學習歷程，更

能與未來博物館學研究所規劃之展覽策劃與實作課程相連結，期許能為學生之研究所生涯

達到前後呼應且融合的學習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