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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一) 課程概述 

本課程以問題導向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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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實作之能力。 

3. 對於博物館之當代議題，發展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 

 

本學期課程結合數位敘事力計畫，融入議題導向的學習實踐方法，使學生在進行資訊搜

集分析和與議題對話之過程時，能與自身專業知識相融合，進而反思所處環境，藉由課

程學習對參與，讓值得被關注的社會議題或問題被覺察、看見，使學習產生正向的影響

力。期待培養具整合知識、資源並綜合敘事能力於解決真實世界問題之跨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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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主

題，鼓勵學生發掘身邊問題或社會議題，並幫助選定之議題獲得更多關注。同時，培養

學生對資訊的統整力與判讀，練習如何將本位知識結合敘事力的專業知能溝通能力。在

學期課程最後，將透過策展結合物件、圖文、藝術創作等多元方式呈現課程成果，作為

期末之學習歷程總結，並已獲得觀眾迴響（如：參與成果發表會回饋單、線上展點閱數

等）為最終目標。 

 

(二)敘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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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公衛危機衝擊，帶給全球永續性發展一記警鐘，誠如博物館學家 Robert 

Janes(2009)所提點：「地球生態與全球文明正面臨生存的威脅，從氣候變遷到能源危

機…。這些挑戰並非新奇，已有大量文獻急切地警告人們，並提供解決之道。令人驚訝的

是，博物館在這些文獻中很少被提及（林詠能 等譯，2012，頁15）。」，的確，許多博

物館在社會中呈現出一種置身事外的無關性，面對環境變遷往往採取被動式的因應，因

此喪失扮演社會角色能動者的機會。本課程為鼓勵學生跳脫舊有博物館框架，而積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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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針對以下幾項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博物館對氣候變遷議題之回應，設計博物館可因應的管理行動

方案。 

 

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 

2.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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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果說明與分析 

(一)課程設計 

(1)教學策略實施 

本課程教學策略以設計思考之理論與方法為基礎，訓練學生發現問題並具有同理心，以

使用者需求與使用者導向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為出發，針對博物館對抗氣候



4 
 

變遷，設計博物館可因應的行動方案。 

 

課程運作方式，在課程前兩週讓學生分組選擇感興趣的議題。前半部課程導入設計思考

思維，並輔以講座與工作坊，讓學生熟悉設計思考之操作。中間課程為博物館管理理論

與個案研究的知識建構，讓學生熟悉博物館脈絡以及管理相關議題。後半部課程進入敘

事力訓練實作，包含議題分析與資料搜集、實地調查、收斂思考、模型製作、議題展覽

策劃。 

 

學生運用課程所學管理原則與方法，以博物館如何協助達成上述永續性目標，鎖定議

題，進行分析與資料搜集，並將此構想設計成線上展覽展示，讓成果透過網路推廣擴及

影響力。「線上展覽」採用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平台展出；「實體發表

會」則讓同學為自身所策劃的線上展開幕導覽，同時邀請「知了劇團」以互動式劇場演

出，與學生及觀眾跨域激盪。 

 

學習活動設計，包含工作坊、講座、田野調查、展覽策劃、期末反思等。課堂經營方法

為講授、分組討論、個別輔導等。敘事力課程步驟如下： 

1. 學生分組：修課學生分為四組。 

2. 主題訂定：以回應 SDG 為核心，鎖定「氣候變遷」與「環境正義」為主要論題，請

各組發展線上展覽主題。 

3. 議題分析：請各組針對擇定之議題進行分析，包含了解回應該項議題所會面臨的挑

戰與困難。 

4. 博物館案例分析（依現有做法）：針對所聚焦的主題進行現有博物館案例分析，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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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現有博物館的做法，思索如何以博物館之角度參與討論與回應議題。 

5. 方案提出：以管理的角度（例如組織變革、人力、資源、典藏管理等）提出促進

SDG 的行動方案。 

6. 成果呈現：以四組學生策畫四檔線上展覽，並舉辦實體成果發表會為線上展解說，

作為期末成果展現方式。 

 

(2)數位敘事力學習活動紀錄 

主題 敘事力工作坊（議題收斂與線上展初步製作） 

日期 
111/11/8（二）13:30-

17:00 
地點 博館所 IJM201 

流程 時間 內容 

講座 13:30-15:00 
教師開場與講師講座，關於博物館案例

與展覽中的敘事掌握。 

分組 

討論與製

作 

15:00-16:45 

講師針對各組當階段線上展進度提出修

改建議，並與教師及助教共同協助學生

聚焦主題、臻善展覽呈現。期間亦鼓勵

同學跨組互評，交流意見。 

總結 16:45-17:00 

講師為當天工作坊課程作結，並請各組

針對目前所遇問題提問，與教師共同為

學生解惑，並予之鼓勵。 

工作坊後 17:00 後 各組同學仍持續與助教討論工作進度。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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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樹說：」組工作坊討論 說明：「椒個朋友吧！」組工作坊討論 

  

說明：「共度魚生」組工作坊討論 說明：「塑然起禁」組工作坊討論 

  

說明：工作坊討論 說明：工作坊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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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施承毅老師和同學一起討論 
說明：施承毅老師和同學的工作坊大合

照 

 

主題 數位敘事力課程成果發表會 

日期 
111/12/6（二）13:00-

17:00 
地點 

宜真學苑 立曜創造力場

域 

流程 時間 內容 

場佈 13:00-13:15 
線上展覽展示設備測試，現場桌椅佈

置。 

導覽 13:15-14:30 
活動開始，各組別學生輪流進行線上展

演示與導覽解說。 

交流回饋 14:30-15:00 

邀請敘事力工作坊教師施承毅老師參與

活動，與授課教師一同給予學生建議與

鼓勵。 

中場休息 15:00-15:15 學生、教師和參與觀眾自由交流。 

劇團演出 15:20-16:40 邀請知了劇團以互動式劇場，呈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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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演藝術的敘事方式，呼應環境與永

續議題。 

交流回饋 16:40-17:00 

學生、參與者與劇團成員相互交流，在

同個主題的討論下，跨域呈現出多元的

敘事方式與啟發。 

活動照片 

 
 

說明：「共度魚生」組成果發表 說明：「椒個朋友吧！」組成果發表 

  

說明：「塑然起禁」組成果發表 說明：「樹說：」組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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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知了劇團與同學互動 說明：成果發表會大合照 

 

(二)成果說明 

(1)成果展現(可複選) 

類型： 

☐ 影片/微電影 

☐ 數位出版品 

☐ 影像作品 

⬛ 線上策展 

⬛ 其他(請說明)：成果發表會 

佐證資料： 

【線上展簡介與展覽視覺呈現】 

1. 「椒個朋友吧！一同與山椒魚在自然中共舞」 

 展覽目的：以國小中年級學童為目標對象，展覽欲透過第一人稱視角，以故事性的

模式描述山椒魚的生態環境，從而引發學童對瀕危動物的保護意識，再進一步導向

山椒魚數量的減少，與地球暖化息息相關，身而為人又該如何守護山椒魚並保護這

個正在發燒星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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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連結：https://reurl.cc/OEQ8lA  

 

 

2. 「共度魚生—跟著信叔叔出海找黃金」 

 展覽目的：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議題，「共度魚生」展覽以魚與生活的關係探討海

洋溫度上升所帶來的影響,試圖透過故事書繪本式的方式,將環境議題以更平易近人的

方式呈現給觀眾。並讓觀眾在看展後能發展出減緩海洋溫度上升的日常行動。 

 展覽連結：https://reurl.cc/eWQ4Rm  

 

 

3. 「樹說：」 

 展覽目的：在過去，樹因其神性而被珍視、敬重，而隨著工業化，樹被濫伐而失去

https://reurl.cc/OEQ8lA?fbclid=IwAR0SooyIGOhh7lc97LcUV0hAyc2ypg1mjq2cOSDqg6OvhwqH0udIOSXtzmM
https://reurl.cc/eWQ4Rm?fbclid=IwAR1q6Uf8iCJGn9PHGNSGubrZmbuHc-NZNYpycP8jhQ9zniiZeDwcSAtZ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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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氣候的能力，造成全球暖化加劇。「樹說：」透過樹的視角，探討樹與人們之

間的信仰、情感、應用及共存關係，喚起年輕一代對樹的關注，提出樹在永續未來

的多元存在形式。 

 展覽連結：https://iiil.io/lTbz 

 

 

4. 「塑然起禁」 

 展覽目的：以促進減塑，延續美好生活，減緩暖化為目標。展覽暗喻描述塑膠微粒

污染來源，並以實證資料描述塑膠微粒如何影響生態，最終以匯集現階段公部門作

法與民眾省思，表達策展團隊對「反塑粒」的態度。 

 展覽連結：https://reurl.cc/aaXKYZ 

https://iiil.io/lTbz?fbclid=IwAR3e65Lo8WmrUdSSGWupuRNtxEwq4lFmf12mc9fB1Oa4A85KiZ87LET6x28
https://reurl.cc/aaXKYZ?fbclid=IwAR1AIFjA1Zk4cSaI78TxM_xkIiiHtReYENEXLwE7WhZoAdjqs2jNjej3Y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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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博物語——關於地球的四個提案」】 

1. 線上展開展發表與討論 

 四組展覽於開放博物館平台開放，由各組別同學上台演示導覽，教師與參與者可利

用回饋時間與策展同學實際交流想法，導覽說明期間也可透過紙本回饋單針對各展

覽留下感想建議。 

2. 敘事跨域交流：特邀「知了劇團」 

 成果發表會特別邀清「知了劇團」進行演出。知了劇團是以「一人一故事劇場」

(Playback Theatre) 為演出型式的劇團，善用戲劇教育、舞蹈治療等演出形式回應社

會議題。本次主題呼應「氣候變遷」，在成果發表會上與博物館學研究所學生建立

了良好的跨領域交流，線上展覽和表演藝術的對話，更展現出同一議題下多元的

「敘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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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成果發表「博物語——關於地球的四個提案」海報 

 

說明：成果發表會活動會場入口 

 

說明：成果發表會「活動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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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知了劇團帶動參與者模擬「如果自

己是一種動物？」 

 

說明：參與者與劇團成員對「氣候議題」

各抒己見，形成當下良好的交流氛圍。 

 

(2)成果迴響(可複選) 

類型： 

☐ 點擊率/觀看次數 

⬛ 觀賞者回饋 

☐ 他人的引用或使用 

☐ 校內外合作機會 

☐ 其他(請說明)： 

【成果迴響說明】 

成果迴響部分，除成果發表會當日由「回饋單」獲得即時的質性回應外，因本學期成果

為「線上展覽」形式，故亦引導學生針對各組展覽之目標觀眾蒐集「線上觀眾回饋」並

進行分析。 

佐證資料： 

成果發表會當日「觀眾質性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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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答（擷取部分呈現如下） 

哪一組敘

事力表現

最佳？ 

 

對「椒個

朋友

吧！」展

覽的回饋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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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共度

魚生」展

覽的回饋

與建議 

 

對「樹

說：」展

覽的回饋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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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塑然

起禁」展

覽的回饋

與建議 

 

 

各組展覽之「線上回饋」 

組別 提問與回答（擷取部分呈現如下） 

「椒個朋友

吧！」 

● 「椒個朋友吧！」展覽獲得觀眾評分，平均達 9.3 分。 

 

● 觀展心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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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度魚

生」 

● 「共度魚生」展覽截至 2022/12，共回收 10 份目標對象（國小親

子）線上表單回饋，並在「願意分享率」方面達到 100%。此外，

以 10 分為滿分，觀眾對展覽的滿意程度平均達 8.8 分，超過觀眾的

評分達 9 分或以上。 

● 觀展收穫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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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說：」 ● 「樹說：」展覽獲觀眾評分，平均分數達 8 分。 

 

● 觀眾對於展覽內容和敘事呈現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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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然起

禁」 

● 「塑然起禁」展覽獲觀眾評分，平均分數達 8.8 分。 

● 觀眾回饋，受展覽影響後的省思行動： 

 

 

(3)執行成果 

質化成果說明 量化成果說明 

1.同學藉由課程的學習，了解了如何在

開放博物館（open museum）製作一

檔線上展覽。 

2.同學經工作坊、講座與老師教學等活

動，學習展覽的敘事結構。將環保議題

和生活更好的聯繫起來，引發觀眾的共

感並運用至線上展覽中。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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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參與者共計約 32 人，共回

收觀眾問卷 25 份，填答率 78%。另發

放同儕回饋問卷予修課同學填寫，共收

回 13 份問卷（填答率 100%）。 

2.線上展覽上傳於開放博物館平台，觀

看率持續累績。 

3.輔大博館所粉絲專頁相關信息披露點

贊數超越 100 人，分享數 10 次以上

（111.12.12-至今）。 

4.收到線上展覽回饋問卷總計 40 份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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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1)問卷回饋 

學生問卷成果共收回 14 份，修課人數為 13 人，填答率為 100%（其中一位重複填

答）。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如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7v-

L7xPoA0KbfuA2u7fdTLPF2_KUZ3L0sDUpuBb6gY/edit#responses ）及下圖：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7v-L7xPoA0KbfuA2u7fdTLPF2_KUZ3L0sDUpuBb6gY/edit#response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7v-L7xPoA0KbfuA2u7fdTLPF2_KUZ3L0sDUpuBb6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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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回覆，尤以「3、課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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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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的正

面回覆（92.9%非常同意，共 13 人； 7.1%同意，共 1 人）。 

 

在「自我學習態度（4-8 題）」方面，除「6、在敘事力課程中，我會主動在課後與

授課教師討論、請益學習上不懂的問題。」中僅有一人普通，其餘問題回應中「非常同

意」與「同意」皆為百分百，尤其在「5、在敘事力課程中，我會在課堂上與老師或同學

有更多的互動。」、「7、在敘事力課程中，我會仔細聆聽並專心投入活動中。」，更有

11 位同學（8.6%）「非常同意」自身表現。 

 

「學習成效（9-14 題）」面向之統計結果，則可見基本全部同學皆同意學習成效。

其中僅有，「10、相較修讀其他課程，本課程能幫助我學習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理知識與

技能，提升我在學習上多元互補能力。」有 1 人（7.1%）回覆「普通」，其餘皆為非常

同意及同意。 

 

最後，在「整體而言，我的想法是（15-17 題）」中，亦能見到學生是多肯定多元

創新的教學方式。願意再修讀也覺得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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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事力計畫，或許是因為我個人本身就喜歡策展，所以這次有策劃線上展覽的機會就蠻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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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過程如前面提到的有酸有苦有甜，但整體而言是一次很好的經驗累積。 

蠻開心這次的敘事力計畫可以有視覺設計與構思展覽脈絡的機會，除了理論面還可以有實作並且

喜歡做的事。⋯⋯透過這次關於博物館組織管理的課程，未來如果在職場上部門作業之間遇到挑戰

跟溝通，可以比較清楚各組之間的難處與流程，溝通與合作上會更有幫助。 

之前對於打掉重練會有一種莫名的失落，但現在清楚了大家是為了展覽呈現得更好。所以要克服

這點，我覺得不斷的思考，接著試著跟別人說故事再得到回饋再修改是很關鍵的過程。⋯⋯第 

一個解鎖的成就是第一次參與議題向的線上展覽策劃。 

敘事力計畫也是初期對我們剛踏入博物館界的一項小挑戰，最重要的是瞭解如何在小組合作中學

習運用線上平台策劃一項基本展覽，然後從中熟知以自身作為策展人的每一項流程：展覽架構構

想、對象 TA 設定、藏品選擇、介面設計與呈現再到最終的觀眾回饋與反思。這項線上展覽也讓

我們為之後的實作展覽做了一個良好的鋪墊開頭。 

三、照片錦集 

 

  

說明：課堂進行展覽回顧與總結。 說明：課堂進行展覽回顧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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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結束小組報告後快樂的同學們。 說明：認真聆聽各組成果發表。 
 

四、反思與檢討 

 

1. 時程安排：與去年敘事力課程相比，本次課程特別調整使學生在理論學習與實務操作

的過程轉換中順暢許多。特別在展覽製作上，亦預留相對充裕的時間，加上逐週針對

展覽進程討論，即時回應學生需求，致使最終展覽成果的呈現得以完整。然也有同學

提出，認為與敘事力講題相關之工作坊其舉辦時間可再提前，以利組別進行議題發想

與展覽架構之修正。已知悉相關建議，後會再行調整，逐年臻善。 

2. 敘事力概念：「敘事力」觀點與展覽製作，對於初入研究所之碩一學生而言有其一定

的挑戰性。展覽製作期間，如何訂定展覽架構，當即會成為學生難突破的第一步。課

堂中，教師和助教較常以如何淺顯易懂、深入淺出的「說故事」為解釋，向學生闡述

「敘事」的重要性。以最終之線上展覽成果來看，在有限的線上資源下，同學獲取了

線上策展的技巧，但在面對較為複雜的議題時，仍可看出對敘事力掌握的侷限。 

3. 成果呈現方式：課程初即說明將以中研院開放博物館（open museum），作為最終

成果展示平台。然由於學生皆為初次接觸該平台，加上對線上藏品的不熟悉，製作期

間，不時會出現技術操作或理解藏品內涵的問題。反思，是否應先讓學生熟悉藏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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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後，再進行實際的展覽規劃較為合理；或也更能模擬為一小博物館團隊，從無到

有之製作一檔展覽的流程。 

五、結論及未來展望 

經由問卷成效分析結果可見，在針對博物館管理相關知識的學習層面，學生多數肯定課

程安排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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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理解。同時，本學期課程結合

「高教深耕——數位敘事力課程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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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之線上藏品策劃，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中的「氣候變遷」與「環境正義」議題規劃線上展覽。成果顯示，其能有效針

對社會議題連結並設計提案，回應近年疫情之下的博物館展覽線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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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末，通過成果發表「博物語——關於地球的四個提案」活動，學生將展覽介紹予參

與觀眾，相互交流對議題之看法，更即時獲取建議與回饋，以此完整思考並再精修為更

符合目標觀眾之展覽。期望本學期課程能與本所其它展覽規劃與實作課程連結，豐富學

生於研究所生涯的學習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