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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圖書文獻App的開發與應用

專輯二

博
物
館
學
習
與
行
動
科
技

博
物
館
的
教
育
功
能
是
近
二
、
三
十

年
才
受
到
重
視
，
現
在
博
物
館
已
被
視
為

社
會
教
育
的
重
要
機
構
，
並
兼
具
蒐
藏
、

展
示
、
教
育
、
研
究
與
休
閒
等
功
能
。
傳

統
博
物
館
以
﹁
物
﹂
為
中
心
，
僅
為
一
種

蒐
藏
研
究
的
學
術
機
構
，
然
現
今
的
博
物

館
已
轉
變
為
以
﹁
人
﹂
為
本
，
教
育
的

行
動
學
習

圖
書
文
獻A

pp

的
開
發
與
應
用

尤
芷
鏞

功
能
日
趨
重
要
。
在
博
物
館
的
學
習
環
境

中
，
觀
眾
能
夠
建
構
與
物
件
直
接
接
觸
的

經
驗
，
與
學
校
教
育
不
同
，
故
博
物
館
之

展
示
策
略
必
須
運
用
各
種
不
同
方
式
，
使

觀
眾
產
生
豐
富
的
閱
聽
經
驗
，
以
達
到
教

育
的
目
標
。

有

關

博

物

館

學

習

的

各

類

議

題
，
也
不
斷
的
被
討
論
及
關
注
；
博
寇

︵B
urcaw

︶
認
為
博
物
館
中
的
各
類
活
動

是
為
了
達
到
博
物
館
本
身
所
肩
負
之
教
育

目
的
而
存
在
，
使
得
博
物
館
之
研
究
、
蒐

藏
與
展
示
的
功
能
皆
受
博
物
館
教
育
之
目

的
所
影
響
甚
至
被
主
導
。
因
此
，
博
物
館

的
功
能
已
從
過
去
的
文
物
蒐
藏
與
展
品
賞

析
，
提
昇
為
學
術
與
教
育
機
構
。

近
年
來
，
由
於
資
訊
科
技
與
無
線
通

隨
著
手
機
和
平
板
等
行
動
裝
置
的
普
及
，
下
載
和
使
用A

pp

︵
即
行
動
應
用
軟
體A

pplication 

softw
are

的
簡
稱
︶
，
已
成
為
新
潮
流
。
各
種
類
型
的A

pp

，
滿
足
了
使
用
者
在
各
種
方
向
的
資
訊

需
求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基
於
建
設
﹁
無
牆
博
物
館
﹂
之
理
念(T

he M
useum

 w
ithout W

alls)

，

在
行
動
電
子
化
政
府
計
畫
的
支
持
下
，
為
院
藏
兩
封
國
書
文
物
開
發
四
款A

pp

。
除
將
文
物
視
覺

化
及
影
像
化
，
並
提
供
滿
足
行
動
訴
求
的
新
型
態
閱
聽
方
式
，
寓
教
於
樂
，
縮
短
了
觀
眾
與
博
物

館
之
間
的
距
離
。

圖立故宮博物院製作之圖書文獻App頁面截圖。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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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技
術
的
快
速
發
展
，
行
動
載
具
運
用
於

教
育
蔚
為
風
潮
，
行
動
載
具
的
可
攜
性
及

便
利
性
，
使
其
成
為
博
物
館
學
習
的
重
要

輔
助
角
色
。
這
也
是
近
年
來
故
宮
積
極
努

力
的
方
向
。 

移
動
式
學
習
：
口
袋
裡
的
博
物
館

行
動
通
訊
技
術
的
出
現
，
使
行
動

學
習
應
運
而
生
，
並
代
表
一
種
新
的
學

習
環
境
的
出
現
。
利
用
行
動
通
訊
技
術
，

讓
使
用
者
可
以
使
用
如P

D
A

、
行
動
電

話
、
電
子
書
包
等
便
於
攜
帶
的
行
動
載

具
，
隨
時
隨
地
進
行
學
習
。
美
國
學
者

G
ray H

arrim
an

提
出
行
動
學
習
︵M

obile 

Learning

或m
-Learning

︶
的
概
念
，
是
一

種
不
受
地
域
限
制
，
充
分
利
用
可
攜
式
技

術
的
學
習
方
式
。
︵
註
一
︶

意
即
行
動
學
習

就
是
移
動
式
的
數
位
學
習
，
以
使
用
者
便

利
性
為
中
心
導
向
，
並
對
數
位
化
學
習
加

上
移
動
的
特
性
，
在
任
何
時
間
或
地
點
，

以
同
步
或
非
同
步
的
方
式
，
透
過
行
動
載

具
與
無
線
通
訊
服
務
的
輔
助
，
可
針
對
自

己
需
求
自
我
學
習
，
自
由
取
得
想
要
的
學

習
知
識
與
內
容
，
並
建
立
雙
向
的
無
線
溝

通
管
道
，
達
到
資
訊
隨
手
可
得
的
狀
態
，

讓
使
用
者
處
於
無
所
不
在
的
學
習
環
境
。

行
動
學
習
以
知
識
與
科
技
為
媒
介
，

透
過
行
動
裝
置
的
存
取
與
使
用
，
彼
此
之

間
相
輔
相
成
；
欲
達
成
行
動
學
習
，
則
必

須
透
過
做
為
載
體
的
手
持
設
備
，
一
般
研

究
者
所
指
的
行
動
載
具
乃
指
能
夠
隨
身
攜

帶
，
具
有
輔
助
工
作
或
通
訊
等
功
能
的
計

算
工
具
︵com

putation
al devices

︶
。

行
動
載
具
︵m

obile devices
︶
普
遍
分

為
四
大
類
型
：
穿
戴
式
裝
置
︵w

earable 

devices

︶
、
手
持
載
具
︵handhelds

︶
、

掌
上
型
電
腦
︵palm

tops

︶
、
筆
記
型
電

腦
等
。
上
述
設
備
因
具
有
可
攜
帶
性
、
價

格
較
低
、
普
及
性
高
等
優
勢
，
再
加
上
無

線
通
訊
的
環
境
建
置
，
使
行
動
學
習
的
便

利
性
相
對
提
高
，
已
成
為
非
正
式
學
習
的

重
要
途
徑
，
在
博
物
館
學
習
的
應
用
日
趨

廣
泛
。目

前
行
動
載
具
在
博
物
館
學
習
中
，

應
用
最
多
的
應
為
行
動
導
覽
系
統
的
設
計

與
應
用
，
可
有
效
提
升
觀
眾
規
畫
行
程
，

認
識
藏
品
等
服
務
。
行
動
載
具
往
往
搭
配

數
位
內
容
以
及
導
覽
介
面
，
將
博
物
館
展

示
物
件
的
數
位
化
影
音
、
文
字
材
料
等
植

入
行
動
載
具
中
，
建
構
無
所
不
在
的
行
動

學
習
資
訊
系
統
與
移
動
式
學
習
環
境
，
形

成
個
人
化
數
位
導
覽
系
統
，
在
內
涵
上
近

似
於
創
造
一
虛
擬
博
物
館
，
達
到
﹁
無
所

不
在
的
行
動
學
習
﹂
目
標
，
並
有
助
於
發

展
博
物
館
中
的
非
正
式
學
習
。
透
過
行
動

載
具
與
無
線
通
訊
技
術
所
構
建
而
成
的
移

動
式
學
習
環
境
，
予
以
觀
眾
激
發
自
發
性

學
習
的
潛
力
，
在
新
科
技
的
創
新
中
，
傳

統
博
物
館
象
徵
的
權
威
知
識
不
再
固
著
於

特
定
場
域
中
，
而
是
以
更
為
開
放
的
心
態

戲
﹁
滿
文
小
學
堂
﹂
、
國
書
拼
圖
尋
寶
遊

戲
﹁
國
書
B
計
畫
﹂
，
以
及
透
過
擴
增
實

境
技
術
讓
本
案
主
角
說
故
事
的
﹁
國
書
擴

增
實
境
﹂
，
希
冀
給
予
觀
眾
嶄
新
的
博
物

館
學
習
經
驗
。

﹁
送
不
出
去
的
國
書
﹂
主
題A

pp

為
結
合
認
識
院
藏
文
物
，
提
供
具
互

動
性
與
個
別
性
的
行
動
載
具
網
站
與
各
類

社
群
平
台
之
創
新
服
務
，
以
拓
展
服
務
廣

度
，
特
別
開
發
﹁
國
書A

pp

﹂
。
內
容
分

為
﹁
大
清
國
致
大
英
國
國
書
﹂
與
﹁
大
清

國
致
大
法
國
國
書
﹂
的
一
般
智
慧
型
裝
置

賞
析
和
滿
文
翻
譯
語
音
導
覽
，
藉
由
滑
動

式
閱
讀
操
作
，
讓
民
眾
透
過
簡
易
且
方
便

的
方
式
了
解
國
書
的
內
容
，
及
﹁
國
書
﹂

歷
史
背
景
，
豐
富
一
般
民
眾
近
距
離
賞
析

和
認
識
文
物
，
此
應
用
程
式
主
要
展
示
滿

漢
共
書
的
國
書
內
文
︵
圖
二
︶
，
介
紹
兩

份
國
書
的
歷
史
，
並
提
供
國
書
滿
文
部
分

的
譯
文
語
音
導
覽
。
可
選
擇
﹁
中
文
版
﹂

或
﹁
英
文
版
﹂
，
進
入
國
書
頁
面
後
可
滑

動
觀
看
國
書
內
頁
，
按
下
翻
譯
按
鈕
後
觸

碰
滿
文
即
可
聽
到
發
音
。
︵
圖
三
︶
中
文

版
可
左
右
滑
動
觀
看
國
書
歷
史
，
並
搭
配

語
音
述
說
︵
圖
四
︶
；
英
文
版
則
透
過
上

存
在
每
位
觀
眾
的
口
袋
裡
，
俯
拾
即
是
。

圖
書
文
獻A

pp

建
構
之
博
物
館
新

學
習
經
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庋
藏
約
六
十
九

萬
餘
件
藝
術
珍
品
，
書
畫
、
器
物
、
清
代

文
獻
檔
案
、
善
本
古
籍
等
文
物
，
品
項
繁

雜
，
質
精
量
豐
。
其
中
清
宮
檔
案
文
獻
多

達
近
四
十
萬
冊
件
，
是
研
究
清
代
歷
史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具
有
極
高
的
史
料
價
值
。

為
推
廣
無
牆
博
物
館
理
念
，
故
宮
近
年
來

致
力
於
數
位
展
示
應
用
模
式
的
多
樣
嘗

試
，
而
今
新
興
行
動
應
用
載
具
如P

D
A

、

智
慧
型
手
機
和
平
板
電
腦
等
蓬
勃
發
展
。

故
宮
與
時
俱
進
，
透
過
開
發
相
應
的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
增
進
國
內
外
觀
眾
擷
取
博
物

館
資
訊
的
可
及
性
。

今
年
故
宮
以
院
藏
兩
份
精
美
的
大
清

國
國
書
為
主
題
，
發
展
﹁
送
不
出
去
的
國

書
﹂
計
畫
︵
以
下
稱
本
案
︶
，
結
合
歷
史

文
化
與
數
位
科
技
，
分
為
文
創
紀
錄
片
、

主
題
網
站
及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三
個
項
目
，

其
中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A

pp

︶
頁
面
架
構

如
圖
一
，
包
括
了
﹁
送
不
出
去
的
國
書
﹂

主
題A

pp

、
滿
語
文
初
階
生
活
字
彙
小
遊

圖一　圖書文獻App各項主功能架構圖

APP歡迎畫面
（中文版、ENGLISH）

滿文小學堂 國書B計畫 Facebook Youtube 主題網頁

遊戲 歷史 連結

大清國致大法國國書
（可滑動畫面）

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
（可滑動畫面）

圖二　以鷹眼功能呈現國書滿漢對照內容圖三　國書滿文譯文語音導覽圖四　國書歷史說明頁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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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扮
演
的
主
人
翁
，
以
第
一
人
稱
進
行
體

驗
。
遊
戲
以
太
和
殿
、
天
壇
祈
年
殿
、
雍

和
宮
、
古
觀
象
臺
、
頤
和
園
石
舫
以
及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萬
樹
園
等
名
景
為
背
景
，
觀

眾
必
須
根
據
語
音
宣
讀
之
題
目
，
以
手
指

觸
控
螢
幕
點
擊
手
拿
卷
軸
的
滿
文
教
習
師

傅
，
並
選
擇
正
確
的
答
案
︵
圖
八
︶
，
過

關
後
將
獲
得
角
色
專
屬
配
件
。
︵
圖
九
︶

運
用
復
古
典
雅
的
方
式
來
刻
畫
，
加
上
逗

趣
的
動
態
玩
法
，
觀
眾
對
於
原
本
陌
生
的

滿
文
能
夠
有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與
學
習
。

本A
pp

設
計
重
點
除
了
參
考
歷
史
內

容
外
，
也
考
量
到
一
般
民
眾
的
使
用
習

慣
、
興
趣
、
行
為
與
接
受
度
，
遊
戲
內
容

皆
對
應
本
案
所
意
圖
傳
播
的
滿
文
資
料
，

以
便
使
用
者
對
本
案
內
容
能
有
較
精
確
的

下
滑
動
觀
看
國
書
歷
史
。
另
設
計
連
結
遊

戲
頁
面
，
介
紹
﹁
滿
文
小
學
堂
﹂
及
﹁
國

書
B
計
畫
﹂
兩
個
小
遊
戲
︵
圖
五
︶
，
提

供iO
S

與A
ndroid

系
統
下
載
連
結
。
分
享

頁
面
可
分
別
選
取
關
連
到Facebook
社
群

網
站
之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粉
絲
團
頁
面
、

Y
outube

影
音
頻
道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首

頁
，
以
及
﹁
送
不
出
去
的
國
書
﹂
主
題
網

站
頁
面
。

此A
pp

運
用W

eb 2.0

的
核
心
概
念

﹁
互
動
、
分
享
與
關
係
﹂
連
結
全
球
用

戶
，
促
進
了
網
路
上
人
與
人
間
的
資
訊
交

換
和
協
同
合
作
，
於
操
作
過
程
中
，
容
易

引
導
觀
眾
描
繪
出
對
國
書
的
外
觀
、
設
計

與
紋
飾
，
增
加
欣
賞
實
體
文
物
的
動
力
，

國
書
拼
圖
尋
寶
遊
戲
﹁
國
書
B
計
畫
﹂

︵
圖
十
︶

﹁
國
書
B
計
畫
﹂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為
尋
寶
遊
戲
︵
圖
十
一
︶
，
根
據
當
初

﹁
送
不
出
去
的
國
書
﹂
的
歷
史
背
景
中
，

清
朝
的
君
主
立
憲
計
畫
沒
有
成
功
，
因
此

規
劃
B
計
畫
，
需
要
玩
家
分
別
在
紫
禁
城

中
著
名
的
三
個
地
點
：
乾
清
宮
、
養
心

殿
的
三
希
堂
以
及
漱
芳
齋
的
多
寶
格
︵
圖

藉
此
突
破
虛
實
藩
籬
。
有
助
於
此
一
重
要

文
物
之
導
覽
與
展
示
，
並
使
文
物
內
容
更

廣
泛
及
集
中
化
。

滿
語
文
初
階
生
活
字
彙
小
遊
戲
﹁
滿
文

小
學
堂
﹂
︵
圖
六
︶

為
引
起
觀
眾
對
滿
文
的
興
趣
，
故
用

可
愛
版
人
物
設
定
︵
圖
七
︶
；
觀
眾
可
選

圖五　連結頁面截圖

圖六　遊戲首頁畫面

圖七　遊戲主要設定人物

掌
握
，
更
有
助
於
資
料
的
流
通
與
展
示
，

而
透
過
遊
戲
的
趣
味
互
動
手
法
，
也
能
增

加
民
眾
對
﹁
送
不
出
去
的
國
書
﹂
的
興
趣

及
深
度
認
識
，
加
深
使
用
者
記
憶
。
重
視

互
動
經
驗
與
情
境
塑
造
，
並
非
如
學
習
單

元
全
盤
性
的
知
識
建
構
，
而
是
淺
顯
及
概

念
性
的
視
覺
與
記
憶
的
存
放
，
讓
使
用
者

在
玩
樂
之
餘
加
深
印
象
且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達
到
博
物
館
教
育
的
目
的
。

圖十　遊戲首頁畫面

圖八　遊戲進行畫面截圖

圖九　遊戲過關畫面

圖十一　遊戲說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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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十
二
︶
，
尋
找
國
書
遺
留
下
來
的
歷
史
碎

片
，
將
他
們
一
一
找
出
後
復
原
成
完
整
的

國
書
，
並
順
利
將
國
書
送
出
去
完
成
B
計

畫
。
玩
家
必
須
透
過
場
景
露
出
部
分
的

﹁
國
書
拼
圖
線
索
﹂
，
點
擊
後
將
獲
得
拼

圖
的
位
置
；
遊
戲
畫
面
中
利
用
週
遭
物
品

藏
有
﹁
國
書
拼
圖
﹂
的
一
角
或
異
於
常
物

之
花
色
，
發
現
拼
圖
收
集
的
線
索
。
每
關

分
別
藏
有
四
片
拼
圖
，
使
用
者
將
在
三
個

遊
戲
關
卡
中
找
尋
國
書
拼
圖
共
十
二
片
，

取
得
﹁
階
段
性
國
書
拼
圖
任
務
﹂
後
進
入

下
個
場
景
，
完
成
後
可
拼
起
完
整
國
書
。

本A
pp

以
歷
史
故
事
方
式
，
於
靜
態

場
景
與
物
件
互
動
中
，
觸
發
過
場
動
畫
以

推
敲
歷
史
事
件
原
貌
，
可
於
不
同
場
景
中

隨
時
利
用
﹁
藏
寶
箱
﹂
之
動
畫
，
找
尋
所

有
拼
圖
，
以
拼
湊
事
件
原
貌
，
最
後
送
出

國
書
並
連
結
到
相
關
主
題
網
頁
進
行
宣
傳

︵
圖
十
三
︶
。

國
書
擴
增
實
境

擴
增
實
境
︵A

ugm
ented R

eality

，

簡
稱A

R

︶
是
一
種
結
合
﹁
現
實
的
環
境

影
像
﹂
與
﹁
電
腦
虛
擬
影
像
﹂
的
新
興
技

術
，
利
用
電
腦
構
建
逼
真
的
視
覺
、
聽

覺
和
觸
覺
等
動
態
的
虛
擬
環
境
，
模
擬
現

況
，
並
通
過
各
種
行
動
裝
置
之
攝
影
鏡

頭
，
讓
使
用
者
﹁
沉
浸
﹂
到
該
環
境
中
，

產
生
身
歷
其
境
的
的
感
覺
及
想
像
，
可
以

在
親
眼
所
見
的
真
實
環
境
中
操
作
虛
擬
3D

立
體
物
件
。

﹁
國
書
擴
增
實
境
﹂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為
一
款
透
過
使
用
者
透
過
﹁
大
清
國
國

書
﹂
主
題
網
站
中
的
連
結
或
相
應
之
行
動

條
碼
下
載
此
軟
體
並
開
啟
使
用
後
，
對
準

國
書A

R

辨
識
圖
片
︵
圖
十
四
︶
，
行
動
裝

置
之
螢
幕
將
顯
示
出
與
本
案
相
關
的
四
位

歷
史
人
物
，
且
以
3D
模
型
方
式
出
現
Q
版

人
形
，
以
手
指
觸
碰
螢
幕
上
的
Q
版
歷
史

人
物
，
將
開
啟
虛
擬
歷
史
人
物
分
別
陳
述

一
段
與
國
書
相
關
的
故
事
：
慈
禧
太
后—

介
紹
國
書
的
製
作
及
國
書
華
麗
的
非
凡
氣

派
︵
圖
十
五
︶
；
光
緒
皇
帝—

介
紹
何
謂

國
書
及
兩
份
國
書
的
內
容
︵
圖
十
六
︶
；

吳
樾—

介
紹
革
命
黨
人
吳
樾
的
故
事
，
說

明
革
命
志
士
吳
樾
為
了
民
主
改
革
攔
截

考
察
政
治
大
臣
使
團
出
使
任
務
，
因
而
犧

牲
的
故
事
︵
圖
十
七
︶
；
以
及
鎮
國
公
載

澤—

介
紹
出
洋
大
臣
分
赴
東
西
洋
考
察
憲

政
的
歷
史
背
景
。
︵
圖
十
八
︶
擴
增
實
境

技
術
結
合
文
字
、
聲
音
與
影
像
等
，
使
得

原
本
不
易
表
達
的
國
書
資
訊
，
能
夠
清
楚

且
趣
味
的
呈
現
，
進
而
強
化
的
行
動
學
習

的
成
效
。

結
語
：
﹁
不
在
仍
在
﹂
的
博
物
館

教
育

博
物
館
教
育
的
核
心
工
作
，
在
於

激
發
和
鼓
勵
觀
眾
學
習
的
動
力
。
研
究
指

出
，
非
學
校
教
育
在
學
習
中
較
能
引
發
感

性
的
情
感
，
並
改
變
觀
眾
的
態
度
與
興

趣
。
︵
註
二
︶

博
物
館
運
用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的
導
覽
方
式
，
進
一
步
賦
予
觀
眾
對
於
知

識
的
可
及
性
，
嘗
試
透
過
行
動
載
具
探
索

博
物
館
領
域
的
未
知
。
在
此
過
程
中
，
觀

眾
除
了
獲
得
求
知
的
滿
足
外
，
更
體
驗
了

嶄
新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

美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T

he A
m

erican 

A
llian

ce of M
useum

s

，
簡
稱A

A
M

︶

旗
下
的
媒
體
與
科
技
委
員
會
︵M

edia &
 

T
echnology C

om
m

ittee

︶
所
設
立
之
繆

思
獎
︵M

U
SE A

w
ards

︶
，
每
年
評
選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博
物
館
界
的
數
位
多
媒
體
作

品
，
其
評
選
項
目
中
也
有
手
機
應
用
軟
體

︵M
obile A

pplications

︶
項
目
︵
註
三
︶
。

可
見
在
博
物
館
中
，
將
文
化
資
產
結
合
行

動
裝
置
的
創
作
是
博
物
館
界
十
分
重
視
的

創
新
課
題
。

圖十二　遊戲中的乾清宮場景

圖十三　遊戲過關畫面

圖十四　AR識別圖片

圖十五　Q版人物慈禧太后

圖十六　Q版人物 光緒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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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美
國
新
媒
體
聯
盟
︵N

ew
 M

edia 

C
onsortium

，
簡
稱 N

M
C

︶
和
學
習
創
新

協
會
︵Educause Learning Initiative

，

簡
稱ELI

︶
二○

一
三
出
版
﹁
視
野
報
告─

博
物
館
專
刊
︵H

orizon R
eport-M

useum
 

Edition

︶
﹂
指
標
性
報
告
，
針
對
博
物
館

界
提
出
將
影
響
博
物
館
的
六
項
關
鍵
科
技

技
術
，
並
評
估
博
物
館
採
用
此
六
項
技
術

的
時
程
，
其
中
四
至
五
年
內
將
會
廣
泛
的

運
用
可
攜
式
科
技
︵
註
四
︶

，
這
一
發
展
趨

勢
，
值
得
我
們
持
續
關
注
。

本
案
四
款
國
書A

pp

以
寓
教
於
樂
的

方
式
，
建
構
觀
眾
主
動
學
習
的
機
制
和
交

流
平
臺
，
將
文
物
視
覺
化
、
影
像
化
，
使

其
內
涵
更
容
易
被
閱
讀
和
理
解
，
同
時
更

呼
應
了
數
位
科
技
時
代
，
開
發
便
利
性
高

的
行
動
應
用
軟
體
，
以
簡
潔
介
面
設
計
，

詮
釋
本
案
核
心
文
物─

大
清
國
國
書
的
歷

史
意
義
；
擴
增
實
境
與
可
攜
式
科
技
等
技

註
釋

1.h
ttp

://w
w

w
.g

ra
y

h
a

rrim
a

n
.c

o
m

/
m

le
a

rn
in

g
.h

tm

，
瀏
覽
日
期
：
二○

一
四
年

八
月
五
日
。

2.  

蕭
顯
勝
等
，
︿
行
動
導
覽
系
統
於
博
物
館
學
習

之
研
究
﹀
，
︽
高
雄
師
大
學
報
︾
二○

○

七
，

第
二
三
期
，
頁
二
九─

五
二
。

3.  

美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A

A
M

︶
旗
下
的
媒
體
與

科
技
委
員
會
︵M

&
T C

o
m

m
itte

e

︶
所
設

立
之
繆
思
獎
項
目
：h

ttp
://w

w
w

.a
a

m
-

u
s.o

rg
/a

b
o

u
t-u

s/g
ra

n
ts-a

w
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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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
c

o
m

p
e

titio
n

s/m
u

se
-a

w
a

rd
s/p

a
st-

a
w

a
rd

-w
in

n
e

rs/2014-m
u

se
-a

w
a

rd
s 

，

瀏
覽
日
期
：
二○

一
四
年
八
月
五
日
。

4.  N
M

C
 H

o
rizo

n
 R

e
p

o
rt – 2013 M

u
se

u
m

 
E

d
itio

n

　

h
ttp

://c
la

ssro
o

m
-a

id
.

c
o

m
/2013/09/25/n

m
c

-h
o

rizo
n

-re
p

o
rt-

2013-m
u

se
u

m
-e

d
itio

n
/

，
瀏
覽
日
期
：
二

○

一
四
年
八
月
五
日
。

5.  

林
國
平
︿
博
物
館
科
技
應
用
前
瞻
分
析—

從 
H

o
rizo

n
 R

e
p

o
rt 

談
起
﹀
，
︽
博
物
館
學
季

刊
︾
第
二
三
卷
第
三
期
，
頁
五─

十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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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譯
，
︽
博

物
館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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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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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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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九
七
。

3.  

丁
維
欣
等
，
︿
博
物
館
教
育
科
技
媒
體
：
五
個

值
得
思
考
的
問
題
博
物
館
與
文
化
﹀
，
︽
博

物
館
與
文
化
︾
第
四
期
，
二○

一
二
，
頁

一
六
九—

一
九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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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馮
明
珠
、
林
國
平
主
編
，
︽
十
年
耕
耘
．
百
年

珍
藏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數
位
典
藏
成
果
專

刊
︾
，
二○

一
二
。

術
已
然
成
為
博
物
館
運
用
數
位
科
技
的
顯

學
，
結
合
互
動
式
小
遊
戲
與
栩
栩
如
生
的

3D
影
像
，
都
將
會
是
博
物
館
吸
引
新
世
代

觀
眾
樂
於
學
習
的
關
鍵
。
博
物
館
教
育
運

用
多
媒
體
科
技
，
可
培
養
觀
眾
對
文
物
的

視
覺
知
能
，
形
成
獨
特
的
博
物
館
學
習
模

式
，
功
能
不
斷
擴
充
的
行
動
裝
置
，
也
將

無
時
無
刻
提
供
服
務
，
滿
足
博
物
館
學
習

者
的
需
求
。
︵
註
五
︶

作
者
為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研
究
助
理

圖十七　Q版人物吳樾圖十八　Q版人物鎮國公載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