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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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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永寶用」課程中，學童進行複製文物固定的分組活動　作者攝

兒
童
是
國
家
未
來
的
主
人
翁
，
也

是
國
內
外
各
大
博
物
館
基
本
的
服
務
對

象
。
如
何
吸
引
兒
童
親
近
博
物
館
，
以
及

為
兒
童
設
計
寓
教
於
樂
的
教
育
活
動
，
向

來
是
博
物
館
教
育
推
廣
工
作
的
重
要
課
題

與
任
務
。
國
外
一
些
博
物
館
觀
眾
研
究

指
出
：
兒
童
時
期
參
觀
博
物
館
的
經
驗
，

往
往
影
響
成
長
後
對
博
物
館
的
觀
感
。
兒

童
若
從
小
親
近
博
物
館
，
建
立
參
觀
博

物
館
的
習
慣
，
將
奠
定
日
後
在
博
物
館

終
身
學
習
的
基
礎
︵K

in
dler an

d D
arras, 

1997; A
n

derson
 &

 Piscitelli, 2002

︶
。

因
此
國
內
外
博
物
館
無
不
積
極
開
發
兒
童

觀
眾
，
針
對
兒
童
需
要
規
劃
設
計
各
類
教

育
活
動
，
以
培
植
博
物
館
未
來
的
主
力
觀

眾
。
有
鑑
於
此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亦
積
極
為
兒
童
觀
眾
規
劃

辦
理
類
型
多
元
的
教
育
活
動
，
包
括
兒
童

研
習
營
、
特
展
親
子
活
動
、
志
工
爸
媽
說

故
事
、
兒
童
劇
團
表
演
等
。
其
中
，
兒
童

研
習
營
每
梯
次
為
期
時
間
較
長
，
可
提
供

兒
童
針
對
特
定
主
題
較
具
深
度
的
學
習
經

驗
，
也
是
本
院
歷
史
悠
久
且
深
受
親
子
喜

愛
的
教
育
活
動
。

故
宮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成
立
，
可
追

溯
至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底
所
創
立
的
﹁
活
動

與
創
意
﹂
兒
童
文
化
研
習
營
。
當
時
兒
童

文
化
研
習
營
以
國
小
兒
童
為
對
象
，
依
照

歷
史
年
代
的
演
變
，
每
年
針
對
一
個
特
定

歷
史
時
期
為
主
題
，
逐
年
從
史
前
時
代
、

夏
商
文
化
、
周
朝
︙
下
至
清
朝
，
設
計
結

合
文
物
欣
賞
、
美
術
創
作
、
戲
劇
或
益
智

遊
戲
等
多
元
活
動
的
兒
童
課
程
。
其
後
曾

以
本
院
院
藏
文
物
為
主
軸
，
介
紹
華
夏
文

化
的
發
展
，
內
容
涵
蓋
文
字
、
器
物
、
書

畫
、
科
技
、
生
活
等
主
題
，
實
施
多
年
，

深
受
許
多
兒
童
的
喜
愛
。

為
延
續
對
兒
童
觀
眾
的
經
營
與
服

務
，
曾
一
度
因
正
館
工
程
而
中
斷
的
兒
童

研
習
營
，
於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周
功
鑫
院
長

回
任
後
恢
復
辦
理
。
近
四
年
來
，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主
題
有
九
十
七
年
﹁
文
字
的
奇
幻

之
旅
﹂
、
九
十
八
年
﹁
巧
奪
天
工
﹂
、

九
十
九
年
﹁
悠
遊
生
活
﹂
、
一○

○

年

﹁
小
小
故
宮
達
人
﹂
、
一○

一
年
﹁
古

今
創
意
﹂
，
皆
是
本
院
教
育
人
員
針
對
兒

童
的
特
質
所
量
身
打
造
的
教
育
活
動
，
希

望
藉
此
培
養
兒
童
對
故
宮
文
物
的
興
趣
，

拉
近
新
世
代
與
故
宮
的
距
離
，
豐
富
其
對

於
故
宮
文
物
的
認
識
與
欣
賞
。
本
文
以
去

年
﹁
小
小
故
宮
達
人
﹂
及
正
舉
辦
的
﹁
古

今
創
意
﹂
兒
童
研
習
營
為
例
，
說
明
辦
理

情
況
及
課
程
規
劃
理
念
，
並
彙
整
分
析
一

○
○

年
度
學
員
家
長
的
回
饋
意
見
，
以
供

未
來
推
展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參
考
。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課
程
規
劃

目
前
兒
童
研
習
營
為
一
年
一
期
，
一

期
分
為
四
個
梯
次
，
每
梯
次
為
期
八
週
，

共
八
堂
課
，
於
週
六
在
本
院
創
意
工
坊
舉

行
，
分
高
年
級
︵
國
小
四∼

六
年
級
︶
、

低
年
級
︵
一∼

三
年
級
︶
兩
班
，
每
班
招

收
二
十
五
位
學
童
，
全
年
度
可
服
務
二

○
○

名
七
至
十
二
歲
的
兒
童
觀
眾
。

﹁
小
小
故
宮
達
人
﹂
兒
童
研
習
營

課
程
的
目
的
，
是
讓
學
童
認
識
博
物
館
的

功
能
，
學
習
內
容
涉
及
博
物
館
的
典
藏
、

研
究
、
保
存
維
護
、
修
復
、
建
築
、
展

示
、
文
化
創
意
、
導
覽
解
說
等
各
層
面
，

分
別
以
﹁
收
藏
好
好
玩
﹂
、
﹁
古
物
小

偵
探
﹂
、
﹁
子
孫
永
寶
用
﹂
、
﹁
魔
法
修

復
師
﹂
、
﹁
博
物
館
建
築
大
觀
﹂
、
﹁
帶

著
走
的
博
物
館
﹂
、
﹁
國
寶
總
動
員
﹂
及

﹁
超
級
導
覽
員
﹂
等
課
程
，
讓
兒
童
認
識

博
物
館
的
幕
後
工
作
，
藉
以
培
養
兒
童
的

博
物
館
素
養
。

一○

一
年
新
推
出
﹁
古
今
創
意
﹂

兒
童
研
習
營
，
從
茶
、
絲
、
天
文
星
象
、

指
南
針
、
瓷
器
、
造
紙
術
、
印
刷
術
等
中

國
古
代
重
要
發
明
，
共
規
劃
﹁
宋
人
與

茶
﹂
、
﹁
絲
的
故
事
﹂
、
﹁
天
文
星
象
的

奧
妙
﹂
、
﹁
指
南
針
與
航
海
﹂
、
﹁
釉
下

彩
瓷—

繪
青
花
﹂
、
﹁
釉
上
彩
瓷—

繪
五

彩
﹂
、
﹁
造
紙
好
好
玩
﹂
、
﹁
印
刷
術
大

探
索
﹂
等
八
個
課
程
。
目
的
是
讓
學
童
體

認
故
宮
文
物
不
僅
是
中
國
藝
術
文
化
的
極

致
表
現
，
也
具
體
呈
現
了
古
代
科
技
發
展

的
卓
越
成
就
，
希
望
學
童
能
進
一
步
體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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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經
驗
，
而
這
種
與
真
實
文
物
對
話
的

經
驗
，
也
正
是
故
宮
與
其
他
學
習
環
境
有

所
區
別
的
獨
特
資
源
。
因
此
，
兒
童
研
習

營
課
程
規
劃
的
主
要
考
量
之
一
，
就
是
以

真
實
物
件
作
為
故
宮
與
兒
童
觀
眾
溝
通
的

主
要
媒
介
。
除
了
課
程
內
容
以
故
宮
典
藏

文
物
為
核
心
，
並
扣
合
常
設
展
及
特
展
文

物
及
相
關
的
歷
史
文
化
脈
絡
之
外
，
也
在

課
程
中
依
據
課
程
主
題
安
排
兒
童
實
地
參

觀
本
院
展
覽
文
物
，
讓
兒
童
可
以
近
距
離

觀
賞
文
物
，
並
聆
聽
導
覽
解
說
。

學
科
統
整
及
多
元
感
官
的
學
習

從
故
宮
院
藏
的
角
度
來
看
，
故
宮

文
物
本
身
即
有
多
面
向
的
意
涵
，
可
以
從

不
同
學
科
加
以
闡
釋
，
發
展
出
統
整
多
元

學
科
的
課
程
內
容
。
而
從
學
習
者
的
層
面

來
看
，
兒
童
對
於
故
宮
文
物
的
領
會
不
能

單
從
文
字
或
語
言
的
媒
介
，
必
須
藉
由
多

元
感
官
的
學
習
經
驗
，
所
以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課
程
設
計
若
能
讓
兒
童
透
過
五
感
體

驗
，
包
括
視
覺
、
觸
覺
、
味
覺
、
嗅
覺
、

聽
覺
、
動
手
做
或
創
作
等
真
實
經
驗
進
行

學
習
，
將
可
以
擴
展
和
深
化
孩
子
與
文
物

的
互
動
經
驗
。
例
如
﹁
小
小
故
宮
達
人
﹂

意
，
發
揮
創
造
力
的
空
間
。
舉
例
而
言
，

在
﹁
魔
法
修
復
師
﹂
的
單
元
中
，
讓
兒
童

認
識
院
藏
古
代
圖
書
的
修
復
工
作
，
課
程

內
容
包
括
認
識
古
書
的
形
式
，
介
紹
書
籍

的
裝
幀
格
式
及
其
演
變
，
由
本
院
古
書
修

復
人
員
親
自
示
範
修
書
的
過
程
。
課
程
安

排
學
童
學
習
摺
疊
製
作
經
摺
裝
、
包
背
裝

手
工
書
，
因
為
與
其
用
圖
表
解
說
古
書
的

裝
幀
形
式
，
不
如
讓
學
童
自
己
動
手
做
經

摺
裝
、
包
背
裝
的
手
工
書
，
更
能
在
具
體

操
作
中
強
化
認
知
；
而
學
童
轉
化
應
用
中

國
古
代
紋
飾
，
動
手
以
蠟
染
裝
飾
手
工
書

的
封
面
，
則
是
藉
由
創
作
自
我
表
達
，
展

現
個
人
的
創
意
。

家
長
回
饋
意
見
分
析

國
內
外
觀
眾
研
究
學
者
發
現
，
在

兒
童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中
，
父
母
扮
演
著
關

鍵
角
色
，
既
是
決
定
參
觀
或
參
加
活
動
的

主
要
決
策
者
，
也
在
兒
童
博
物
館
學
習
過

程
中
扮
演
引
導
者
的
角
色
。
兒
童
與
家
長

之
間
形
成
緊
密
的
學
習
關
係
，
過
程
中
相

互
影
響
並
形
成
共
同
的
學
習
經
驗
。
有
鑑

於
此
，
一○

○

年
度
﹁
小
小
故
宮
達
人
﹂

兒
童
研
習
營
辦
理
期
間
，
針
對
四
個
梯
次

學
員
家
長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家
長
為
孩
子
報
名
參
加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參
加
動
機
及
其
對
於
課
程
的
滿
意
度
，
做

為
未
來
兒
童
研
習
營
規
劃
設
計
之
參
考
依

據
。
問
卷
是
採
用
李
克
特
量
表
︵L

ikert 

Scale

︶
五
點
計
分
評
量
法
計
分
，
每
一
選

項
的
平
均
值
為
三
，
得
分
三
以
上
為
正
向

回
應
，
低
於
三
則
為
負
向
回
應
。
收
集
到

的
有
效
問
卷
共
一
百
三
十
八
份
，
以
下
摘

錄
問
卷
調
查
的
幾
項
重
要
結
果
：

一
、 

首
次
參
加
者
的
比
例
：
百
分
之

七
十
一
．
二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是
第
一

次
參
加
本
院
兒
童
研
習
營
，
百
分
之

二
十
八
．
八
則
曾
經
參
加
過
兒
童
研

習
營
，
亦
即
一○

○

年
度
首
次
參
加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新
學
員
所
佔
比
例
較

高
。

二
、 

訊
息
管
道
：
有
關
受
訪
者
得
知
故
宮

活
動
訊
息
的
管
道
，
前
三
項
依
序
為

故
宮
網
站
︵
百
分
之
五○

．
二
︶
、

親
友
告
知
︵
百
分
之
二
十
一
．
九
︶

及
故
宮
電
子
報
︵
百
分
之
十
一
．

四
︶
。

藝
術
與
科
技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以
及
這

些
古
代
重
要
發
明
如
何
促
進
人
類
文
明
及

文
化
傳
播
與
融
合
，
提
昇
當
時
人
們
的
生

活
美
感
及
品
味
。

課
程
規
劃
主
要
考
量
包
括
目
標
、

主
題
、
對
象
、
條
件
；
進
行
方
式
則
有

講
授
、
參
觀
、
示
範
、
遊
戲
、
操
作
、
討

論
、
戲
劇
、
動
手
創
作
等
。
首
先
擬
訂
課

程
主
題
，
再
發
展
課
程
單
元
，
並
與
各
堂

課
老
師
共
同
討
論
設
計
出
課
程
內
容
及
活

動
。
︵
註
一
︶

以
﹁
小
小
故
宮
達
人
﹂
兒
童

研
習
營
為
例
，
因
課
程
涉
及
博
物
館
多
項

專
業
領
域
，
因
此
更
需
要
與
本
院
老
師
討

論
如
何
將
博
物
館
工
作
轉
化
為
兒
童
感
到

興
趣
，
且
與
其
生
活
經
驗
產
生
關
聯
性
的

課
程
。
課
程
規
劃
如
下
：

以
故
宮
文
物
為
核
心

博
物
館
可
以
提
供
兒
童
豐
富
的
文

化
藝
術
刺
激
，
從
兒
童
觀
眾
與
博
物
館
藏

品
互
動
時
所
產
生
的
真
實
經
驗
，
可
提
供

學
童
從
學
校
、
書
本
、
電
視
、
電
腦
等
其

他
管
道
所
無
法
獲
得
的
經
驗
︵H

o
o

p
er -

G
reenhill, 1994

︶
。
故
宮
藏
品
可
以
提
供

兒
童
觀
眾
接
觸
藝
術
及
歷
史
真
實
文
物
的

研
習
營
中
﹁
子
孫
永
寶
用
﹂
課
程
中
，
老

師
不
僅
運
用
故
宮
展
覽
實
例
、
照
片
及
實

物
，
說
明
博
物
館
人
員
如
何
進
行
館
藏
品

維
護
工
作
，
同
時
也
設
計
一
些
模
擬
文
物

包
裝
、
持
拿
、
固
定
的
實
作
活
動
，
讓
兒

童
實
際
操
作
體
驗
，
並
在
過
程
中
學
習
如

何
珍
愛
文
物
。
又
如
﹁
古
今
創
意
﹂
中

﹁
宋
人
與
茶
﹂
課
程
，
學
童
可
以
藉
由
味

覺
、
視
覺
、
嗅
覺
等
感
官
經
驗
的
參
與
，

實
際
體
驗
及
認
識
點
茶
、
掛
畫
、
插
花
、

焚
香
等
宋
代
文
人
生
活
四
藝
。

認
知
、
情
意
及
技
能
層
面
的
學
習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課
程
設
計
，
希
望
能

提
供
學
童
涵
蓋
認
知
、
情
意
及
技
能
等
層

面
的
學
習
經
驗
。
美
國
教
育
哲
學
家
杜
威

︵John D
ew

ey

︶
﹁
做
中
學
﹂
︵Learning 

by d
oin

g

︶
的
教
育
方
法
，
即
強
調
知
行

合
一
，
注
重
兒
童
從
做
中
學
的
活
動
中
獲

取
知
識
，
也
就
是
﹁
我
聽
過
，
我
忘
記
；

我
看
過
，
我
記
住
；
我
動
手
做
過
，
我

理
解
﹂
的
教
育
理
念
。
透
過
實
際
動
手
操

作
、
創
作
的
經
驗
，
一
方
面
可
增
益
兒

童
對
於
故
宮
文
物
相
關
知
識
的
理
解
；
另

一
方
面
動
手
創
作
也
可
提
供
兒
童
表
達
情

「超級導覽員」課程中，親子持拿觸摸複製青銅器，由老師講解青銅器的
功能及紋飾。　作者攝

「帶著走的博物館」課程中，學童打造屬於自己個人收藏的展示空間。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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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三
、 

參

加

動

機

：

問

卷

部

分

參

考

M
o

u
sso

u
ri

所
提
出
的
觀
眾
參
觀
動

機
，
包
括
教
育
、
場
所
、
興
趣
︵
包

括
家
長
個
人
興
趣
、
子
女
興
趣
︶
、

社
交
︵
包
括
親
子
社
交
、
同
儕
社

交
︶
、
實
際
動
機
︵
註
二
︶

等
層
面
。

調
查
結
果
整
理
如
表
一
。

四
、 

課
程
的
滿
意
度
：
有
關
課
程
滿
意

度
，
問
卷
結
果
發
現
各
項
目
都
呈

現
正
向
的
回
應
。
滿
意
度
項
目
依

照
排
序
前
三
者
為
﹁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
、
﹁
活
動
主
題
及
內
容
﹂
、

﹁
課
程
講
師
﹂
如
表
二
。

其
中
，
滿
意
度
最
低
的
項
目
是
﹁
報

名
方
式
﹂
，
推
測
其
原
因
應
該
是
過
去
報

名
方
式
是
依
照
上
網
報
名
的
先
後
次
序
決

定
是
否
錄
取
，
後
來
因
為
民
眾
反
映
不

便
，
因
此
將
報
名
期
間
改
為
橫
跨
週
五
、

週
末
至
週
一
，
民
眾
可
在
開
放
報
名
期
間

上
網
登
錄
報
名
資
料
，
然
後
再
將
這
段
期

間
上
網
登
錄
的
報
名
者
，
以
電
腦
亂
數
抽

籤
的
方
式
決
定
錄
取
名
單
，
以
期
使
報
名

方
式
兼
顧
便
民
與
公
平
。
但
是
這
樣
的

報
名
方
式
也
使
得
每
期
報
名
人
數
大
幅
增

加
，
造
成
錄
取
機
率
偏
低
等
問
題
，
但
好

處
是
過
去
曾
未
參
加
兒
童
研
習
營
的
新
學

排序 層面 參加動機的敘述句 平均數

1 場所 故宮是兒童認識中華文物的首選地點 4.79

2 家長興趣 我對故宮文物有興趣，也希望孩子培養
這方面的興趣 

4.47

3 親子社交 我希望和孩子共度美好的時光 4.44

4 教育 對孩子的學校表現／在學經歷有幫助 4.30

5 子女興趣 孩子自己對故宮文物有興趣 4.31

6 同儕社交 增加孩子和其他人互動的機會 4.07

7 實際動機 故宮離我家很近，有地利之便 2.91

排序 滿意度項目 平均數

1 工作人員的服務 4.63

2 活動主題及內容 4.60

3 課程講師 4.57

4 活動場地 4.39

5 活動舉辦時間 4.37

6 報名費用 4.25

7 報名方式 3.95

註
釋

1.  

由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陳
彥
亘
小
姐
、
劉
家
倫

小
姐
、
洪
琬
喻
小
姐
、
陳
鳳
儀
小
姐
，
登
錄

保
存
處
王
竹
平
小
姐
、
賴
清
忠
先
生
，
及
退

休
同
仁
霍
強
生
先
生
與
資
深
志
工
李
孔
昭
小

姐
擔
任
課
堂
老
師
，
謹
此
致
謝
。

2.  

在
此
定
義
為
﹁
因
有
地
利
之
便
而
參
加
﹂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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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參加動機（依平均數高低排序）

表二 課程滿意度（依平均數高低排序）

「宋人與茶」課程中，以茶席體驗活動，帶領學童領略宋人品茶的方式。　
林洛慇攝

「魔法修復師」課程中，本院修復同仁示範製作經摺裝古書。
作者攝

童
則
明
顯
增
多
，
也
就
是
新
的
報
名
方
式

可
以
服
務
到
來
源
更
廣
大
的
兒
童
觀
眾
，

這
個
現
象
也
可
以
從
前
述
第
一
項
調
查
結

果
中
得
到
印
證
。

傳
承
與
延
續

故
宮
兒
童
研
習
營
恢
復
辦
理
至
今

已
邁
入
第
四
年
，
未
來
還
有
課
程
內
容
研

發
創
新
、
已
有
學
童
的
持
續
經
營
、
新
學

童
的
開
發
等
挑
戰
。
如
何
透
過
觀
眾
意
見

調
查
瞭
解
兒
童
及
家
長
的
需
求
、
感
受
與

期
待
，
並
據
此
規
劃
類
型
更
豐
富
多
元
，

且
內
容
兼
具
深
度
與
廣
度
的
課
程
，
將
是

未
來
的
工
作
重
心
。
同
時
，
兒
童
與
家
長

所
組
成
的
親
子
觀
眾
，
也
將
是
博
物
館
未

來
永
續
經
營
的
族
群
，
如
何
滿
足
兒
童

邁
入
不
同
發
展
階
段
，
以
及
家
長
不
同
階

段
的
需
求
，
皆
是
博
物
館
教
育
人
員
必
須

持
續
瞭
解
且
予
以
回
應
的
課
題
。
期
待
未

來
兒
童
研
習
營
與
時
俱
進
，
長
期
在
兒
童

學
員
的
心
中
灑
下
藝
術
與
文
化
的
種
子
，

故
宮
不
僅
是
孩
子
認
識
華
夏
文
化
的
啟
蒙

之
地
，
也
成
為
他
們
終
身
學
習
的
文
化
寶

庫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超級導覽員」課程中學童一位扮演明眼人，一位扮演視障者，分組練習口述導覽的技巧。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