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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博
物
館
與
情
意
教
育

根
據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The Interna-

tional C
ouncil of M

useum
s, 

簡
稱IC

O
M

︶

之
國
際
博
物
館
學
專
業
委
員
會
︵The Interna 

tio
n

al C
o

m
m

ittee fo
r M

u
seo

lo
gy,

簡
稱

IC
O

FO
M

︶
編
輯
出
版
的
︽
博
物
館
學
關
鍵
概

念
︾
，
博
物
館
教
育
推
廣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協
助

觀
眾
活
用
從
博
物
館
取
得
的
訊
息
，
博
物
館
須

扮
演
中
介
的
角
色
，
協
助
觀
眾
主
動
學
習
、

整
合
與
內
化
知
識
，
以
發
展
新
的
感
受
力
及

體
驗
新
的
經
驗
。
此
處
所
謂
的
知
識
，
包
括

學
識
、
能
力
與
態
度
三
個
面
向
。
︵
註
一
︶

英

國
博
物
館
、
圖
書
館
及
檔
案
館
委
員
會
︵The 

M
useum

s, Libraries and A
rchives C

ouncil, 

簡
稱M

LA

︶
對
於
學
習
︵learning

︶
活
動
的
定

義
，
也
包
含
了
知
識
、
技
能
、
價
值
、
感
情
、

態
度
、
自
省
能
力
等
元
素
。
︵
註
二
︶

以
上
這
些

基
本
定
義
，
顯
示
了
博
物
館
提
供
的
學
習
經
驗
，

並
非
單
指
認
知
層
面
的
訊
息
累
積
，
還
包
括
技

能
的
培
養
與
情
意
／
態
度
的
養
成
，
呼
應
教
育

心
理
學
者
布
魯
姆
︵B

enjam
in S. B

loom

︶
等

人
提
出
的
教
育
目
標
分
類
。
︵
註
三
︶

布
魯
姆
提

出
教
育
應
兼
顧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的
開
發
與

養
成
，
其
中
的
﹁
情
意
領
域 

︵affect

︶
﹂
，
可

以
涵
蓋
感
覺
、
情
緒
、
情
感
、
態
度
、
興
趣
與

鑑
賞
等
多
種
觀
念
，
可
以
是
即
時
、
短
期
的
反

應
，
或
是
長
期
涵
養
而
成
的
氣
質
與
態
度
。
︵
註

四
︶

布
魯
姆
等
人
並
進
一
步
提
出
情
意
領
域
教
育

目
標
，
可
以
再
區
分
為
接
受
︵receive

︶
、
反

應
︵respond

︶
、
價
值
判
斷
︵value

︶
、
組

織
︵organize

︶
、
以
及
價
值
或
品
格
的
形
成

︵internal value system

︶
等
五
個
層
次
︵
註

觀
眾
參
觀
博
物
館
或
參
與
博
物
館
活
動
的
經
驗
，
是
一
次
累
積
知
識
的
知
性
之
旅
，
是
與
家
人
朋
友
共
處
的
愉
快

體
驗
，
還
是
情
意
飽
滿
、
心
靈
成
長
的
盛
宴
？
一
次
豐
富
美
好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
其
實
可
以
兼
顧
以
上
的
功
能
，

讓
觀
眾
在
參
與
的
當
下
深
度
投
入
，
事
後
省
思
回
味
，
得
到
兼
顧
感
性
與
理
性
，
身
心
靈
富
足
愉
悅
的
體
驗
，
並

因
此
樂
於
在
生
命
的
不
同
階
段
中
持
續
親
近
博
物
館
，
探
索
博
物
館
提
供
的
豐
富
學
習
資
源
。

情
意
飽
滿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五
︶
，
亦
即
，
從
感
覺
或
情
緒
的
反
應
，
逐
漸
導

向
興
趣
的
培
養
、
態
度
的
改
變
，
內
化
形
成
新

的
價
值
觀
並
塑
造
個
人
品
格
。

情
意
領
域
的
教
育
目
標
在
學
校
教
育
中
已

有
相
當
影
響
力
，
然
而
在
博
物
館
等
非
正
式
學

習
教
育
機
構
中
，
認
知
︵cognitive

︶
功
能
往
往

凌
駕
其
他
面
向
，
參
觀
博
物
館
被
視
為
一
個
理

性
的
經
驗
，
強
調
對
於
﹁
事
實
﹂
的
理
解
，
博

物
館
人
也
因
此
著
意
於
資
料
或
訊
息
傳
達
的
正

確
性
與
豐
富
性
，
希
望
觀
眾
可
以
從
豐
沛
資
訊

中
建
構
知
識
。
不
過
，
近
年
已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博
物
館
與
博
物
館
學
者
開
始
強
調
情
意
領
域
的

開
發
與
探
索
，
認
為
博
物
館
經
驗
中
體
會
到
的

正
面
情
緒
，
可
以
促
進
記
憶
與
學
習
。
︵
註
六
︶

英
國
博
物
館
專
家
佛
萊
明
︵D

avid Flem
ing

︶

則
認
為
，
典
藏
或
展
覽
所
啟
動
的
飽
滿
情
緒
張

力
，
才
是
博
物
館
的
價
值
核
心
；
博
物
館
人
不

必
拘
泥
於
冷
靜
理
性
的
訊
息
傳
達
，
也
無
須
避

諱
引
發
強
烈
情
緒
的
展
覽
主
題
，
讓
感
性
經
驗

與
飽
滿
情
意
成
為
連
接
個
人
、
群
體
，
同
理
不

同
意
見
與
觀
點
的
重
要
觸
媒
。
︵
註
七
︶

觀
眾
可

以
因
此
開
始
思
考
、
表
述
、
辯
論
不
同
觀
點
，

讓
多
元
的
意
見
逐
漸
匯
聚
為
更
大
的
集
體
共
識
，

使
博
物
館
成
為
不
同
觀
點
對
話
、
辯
證
的
平
台
，

以
促
進
社
會
包
容
。

情
意
領
域
在
博
物
館
的
應
用
，
較
為
知
名

者
，
多
半
與
創
傷
經
驗
、
悲
情
或
爭
議
性
主
題

有
關
，
例
如
與
戰
爭
︵
圖
一
︶
、
人
權
議
題
︵
圖

二
︶
、
族
群
衝
突
，
或
與
社
會
歧
見
等
相
關
之

展
覽
，
往
往
觸
動
參
觀
者
的
強
烈
情
緒
，
讓
觀

者
在
參
觀
時
獲
得
一
次
﹁
令
人
轉
變
的
經
驗
﹂

︵transform
ational experience

︶
。

此

類

展

覽
除
了
鋪
陳
資
訊
，
其
實
更
強
調
以
展
覽
主
題

及
展
示
手
法
刺
激
情
緒
的
反
應
，
讓
觀
眾
產
生

情
感
與
態
度
的
改
變
，
願
意
捐
棄
成
見
，
開
始

接
納
新
觀
念
與
多
元
論
點
。
︵
註
八
︶

這
是
博
物

館
藉
由
提
供
情
意
飽
滿
的
經
驗
，
改
變
觀
眾
思

想
、
情
緒
，
甚
至
生
命
動
能
，
進
而
改
變
群
體
，

鼓
勵
社
會
包
容
及
推
動
社
會
變
革
的
努
力
。

然
而
，
情
意
並
不
僅
只
於
負
面
和
強
烈
的

情
緒
波
動
，
博
物
館
經
驗
同
樣
可
以
引
發
敬
畏
、

驚
奇
、
興
奮
、
驕
傲
等
正
向
情
緒
。
︵
註
九
︶

尤

有
甚
者
，
在
專
注
凝
神
中
得
到
的
平
靜
與
愉
悅
，

其
實
有
助
於
心
靈
成
長
與
療
癒
。
心
理
學
家
奇

克
森
特
米
海
伊
︵M

ihali C
sikszentm

ihalyi

︶

認
為
人
在
深
度
、
專
注
投
入
一
項
具
有
挑
戰
性

的
活
動
時
，
可
以
達
到
一
種
愉
悅
與
忘
我
的
﹁
心

林
慧
嫻

圖1　 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以大片的紀念牆紀錄成千上萬
陣亡將士的姓名，提醒觀眾莫忘戰爭的殘酷。　作者攝

圖2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以直指人心的文字，陳述慰安婦受到的壓迫。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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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飽滿的博物館經驗

教育推廣

流
反
應
﹂
︵flow

︶
，
甚
至
暫
時
忘
卻
時
間
的
流

逝
，
或
平
日
的
煩
惱
與
憂
慮
。
︵
註
十
︶

他
研
究

觀
眾
的
博
物
館
參
觀
經
驗
，
發
現
觀
眾
因
專
心

觀
賞
特
定
文
物
，
從
初
始
的
欣
賞
，
開
始
逐
漸

深
入
內
容
，
因
有
所
收
穫
而
感
到
滿
足
和
快
樂
，

甚
至
進
一
步
體
驗
到
深
層
的
美
感
經
驗
。
這
樣

的
反
應
及
過
程
與
﹁
心
流
反
應
﹂
十
分
接
近
︵
註

十
一
︶
，
但
是
類
似
的
經
驗
其
實
需
要
博
物
館
的

時
，
事
後
所
能
記
憶
的
資
訊
，
遠
不
及
加
入
動

手
觸
摸
操
作
或
身
體
互
動
之
參
觀
經
驗
，
運
用

多
感
官
的
體
驗
因
此
更
具
學
習
效
益
。
︵
註
十
五
︶

她
也
認
為
視
覺
是
五
感
經
驗
中
最
為
疏
離
的
感

官
，
因
為
保
持
距
離
也
可
以
觀
看
；
相
形
之
下
，

其
他
感
官
的
運
用
則
須
維
持
距
離
上
的
貼
近
，

或
使
用
不
同
的
身
體
部
位
，
因
此
能
與
互
動
的

物
件
產
生
更
親
密
與
熟
悉
的
關
係
。
︵
註
十
六
︶

易
言
之
，
多
感
官
經
驗
的
運
用
，
除
了
協
助
觀

眾
理
解
意
義
，
其
實
也
同
時
建
立
身
體
與
情
意

上
的
親
密
感
與
連
結
。

除
了
傳
統
的
五
感
經
驗
，
展
示
空
間
的
真

實
感
︵sense of space

︶
也
是
觀
眾
在
博
物
館

實
體
展
覽
與
環
境
中
獲
得
的
另
一
種
感
官
經
驗
。

歷
史
文
物
是
故
事
與
記
憶
的
載
體
，
而
藉
由
歷

史
文
物
儲
存
、
展
示
與
論
述
個
人
和
集
體
記
憶
，

是
博
物
館
的
任
務
，
尤
以
歷
史
類
博
物
館
為

然
。
博
物
館
展
示
真
實
物
件
，
並
且
藉
由
運
用

多
感
官
的
展
示
手
法
重
現
歷
史
脈
絡
，
無
論
是

讓
觀
眾
傾
聽
與
該
時
代
相
關
的
聲
音
與
音
樂
，

觸
摸
或
嗅
聞
與
主
題
相
關
的
物
件
，
或
置
身
於

歷
史
感
強
烈
的
空
間
中
，
都
能
使
觀
眾
在
還
原

的
場
景
或
情
境
中
面
對
真
實
的
文
物
，
遙
想
過

往
發
生
的
事
件
，
獲
得
情
緒
張
力
飽
滿
，
深
度

投
入
及
參
與
的
參
觀
經
驗
。
這
是
單
純
地
閱
讀

文
字
說
明
或
傾
聽
解
說
所
無
法
獲
得
的
體
驗
︵
註

圖3　 2015年「與國寶對話－故宮文物與我徵文比賽」活動網頁　教育展資處提供

中
介
。
博
物
館
必
須
為
觀
眾
提
供
一
個
﹁
協
助

入
門
的
敘
述
框
架
﹂
︵entrance narrative

︶
，

除
了
幫
助
觀
眾
了
解
展
示
的
架
構
與
內
容
，
更

需
連
結
觀
眾
生
活
經
驗
中
的
情
感
與
記
憶
。
︵
註

十
二
︶
觀
眾
過
往
累
積
的
經
驗
、
興
趣
、
價
值
觀
，

讓
他
們
對
於
特
定
文
物
、
事
件
或
活
動
產
生
特

別
的
興
趣
，
從
而
深
度
投
入
其
間
，
進
入
長
時

間
、
專
心
凝
神
，
啟
動
感
官
、
心
智
，
與
情
意

的
綜
合
活
動
，
產
生
深
層
的
美
感
經
驗
或
情
緒

反
應
，
讓
他
們
沉
浸
於
忘
我
的
狀
態
中
專
注
學

習
與
探
索
，
開
始
建
構
特
屬
於
個
人
的
意
義
。︵
註

十
三
︶

觀
眾
還
可
以
從
探
索
未
知
領
域
中
自
我
開

拓
，
建
立
新
的
價
值
觀
與
行
為
模
式
︵
註
十
四
︶
，

而
博
物
館
則
可
以
藉
由
展
覽
或
各
類
活
動
啟
動

觀
眾
心
智
與
心
靈
的
改
變
，
從
影
響
個
人
開
始
，

逐
漸
改
變
群
體
，
持
續
與
當
代
觀
眾
對
話
與
互

動
。

以
多
感
官
經
驗
營
造
情
緒
張
力

動
眼
不
能
動
手
，
遠
觀
而
不
能
近
玩
，
是

傳
統
美
術
館
的
標
準
參
觀
規
則
，
因
為
美
術
館

往
往
強
調
運
用
視
覺
多
於
其
他
感
官
。
博
物
館

學
者Eilean H

ooper-G
reenhill

的
研
究
發
現
，

觀
眾
閱
讀
說
明
文
字
、
傾
聽
解
說
或
觀
賞
展
品

十
七
︶
，
也
是
博
物
館
凌
駕
其
他
學
習
機
構
的
強

項
，
其
實
也
是
實
體
博
物
館
與
虛
擬
經
驗
之
最

大
區
隔
。

無
論
是
單
次
或
反
覆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
觀

眾
仍
須
長
時
間
投
入
，
方
能
從
仔
細
觀
察
、
閱

讀
、
探
索
、
發
現
、
體
驗
中
觸
動
情
意
的
反
應
，

並
且
學
習
掌
握
及
利
用
博
物
館
提
供
的
資
源
。

一
次
的
參
觀
或
體
驗
或
許
並
不
足
以
產
生
令
人

轉
變
的
經
驗
，
因
此
協
助
觀
眾
投
入
，
或
足
以

維
持
觀
眾
興
趣
的
設
計
，
例
如
引
導
深
度
觀
察

的
展
示
設
計
及
空
間
規
劃
，
或
者
鼓
勵
觀
眾
與

文
物
、
與
自
我
或
他
人
對
話
的
展
覽
與
活
動
內

容
等
，
都
有
其
必
要
性
。
類
此
設
計
可
以
引
領

觀
眾
開
始
長
期
關
心
博
物
館
提
供
的
豐
富
經
驗
，

建
立
與
博
物
館
之
間
的
長
遠
關
係
，
在
人
生
的

不
同
階
段
中
，
皆
可
從
博
物
館
經
驗
中
獲
得
身

心
成
長
的
愉
悅
經
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經
驗─

古
文
物
裏

的
新
感
情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文
物
跨
越
八
千
年

歷
史
長
河
，
年
代
久
遠
，
難
免
會
讓
部
分
年
輕

觀
眾
感
覺
遙
遠
而
陌
生
。
然
而
，
在
近
年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的
實
踐
中
，
我
們
看
到
了
藉
由
情
意

連
結
，
在
古
文
物
中
尋
找
新
感
情
和
新
意
義
的

可
能
性
。
以
下
即
以
故
宮
舉
辦
徵
文
比
賽
，
配

合
特
展
與
學
校
館
校
合
作
，
以
及
培
訓
學
生
導

覽
員
的
幾
次
嘗
試
，
說
明
博
物
館
教
育
活
動
在

情
意
領
域
的
發
揮
，
以
及
從
中
所
見
博
物
館
經

驗
的
無
限
潛
能
。

為
慶
祝
九
十
周
年
院
慶
，
故
宮
於
二○

一
五
年
舉
辦
了
﹁
與
國
寶
對
話─

故
宮
文
物
與

我
﹂
徵
文
比
賽
，
鼓
勵
參
賽
者
從
故
宮
文
物
寓

含
的
內
容
與
故
事
出
發
，
將
之
與
個
人
生
活
經

驗
或
記
憶
連
結
，
書
寫
文
物
與
個
人
的
美
好
遇

合
。
︵
註
十
八
︶
︵
圖
三
︶
其
中
，
顏
真
卿
︿
祭

姪
文
稿
﹀
︵
圖
四
︶
及
蘇
軾
︿
寒
食
帖
﹀
︵
圖
五
︶

兩
件
作
品
可
能
因
為
內
容
與
書
寫
風
格
情
緒
張

力
飽
滿
，
容
易
引
起
共
鳴
，
致
多
名
投
稿
者
以

之
為
題
。
以
國
中
組
優
選
鄭
語
萱
為
例
，
她
以

︿
祭
姪
文
稿
﹀
為
主
題
，
試
圖
同
理
書
家
當
時

的
情
緒
，
在
想
像
中
還
原
顏
真
卿
書
寫
時
無
以

宣
洩
的
悲
痛
：

 

我
閉
上
眼
睛
想
像
當
時
顏
真
卿
聽
到
自
己
親

人
為
國
捐
軀
，
甚
至
無
法
保
得
全
屍
的
消
息
，

那
些
情
感
是
否
無
處
宣
洩
？
那
在
臉
上
奔
走

的
淚
水
是
否
也
滴
到
作
品
上
，
然
後
融
進
文

字
中
︙
︙
離
開
故
宮
時
，
我
滿
腦
子
都
是
顏

真
卿
的
︿
祭
姪
文
稿
﹀
。

作
者
從
書
法
筆
觸
中
追
索
書
家
的
情
緒
，
甚
至

幻
想
顏
真
卿
的
淚
水
是
否
也
融
入
文
字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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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宋　蘇軾　寒食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
跡
與
飽
滿
的
情
緒
張
力
結
合
，
顏
真
卿
所
思

所
感
透
過
真
實
展
示
的
文
物
，
與
今
日
之
年
輕

學
子
建
立
了
連
結
。
國
小
組
銀
獎
得
主
林
可
惟

則
以
︿
寒
食
帖
﹀
為
主
題
，
認
為
蘇
軾
在
書
法

風
格
上
，
﹁
突
破
了
書
法
書
寫
的
規
矩
框
架
，

傾
聽
自
己
的
心
﹂
，
也
反
思
自
己
的
書
法
習
作

過
程
，
應
該
﹁
跳
出
九
宮
格
的
既
有
框
架
，
找

回
自
己
一
開
始
想
學
書
法
的
心
︙
︙
。
只
要
把

真
誠
的
心
表
現
出
來
，
那
麼
就
能
夠
一
直
勇
敢

無
懼
，
即
使
是
走
在
一
條
人
煙
罕
至
的
旅
途
﹂
。

兩
位
還
在
就
讀
國
中
、
國
小
的
得
獎
者
或
許
尚

不
能
夠
充
分
理
解
書
家
內
心
的
深
刻
情
緒
，
但

他
們
仍
然
試
圖
從
個
人
的
生
命
經
驗
詮
釋
或
解

讀
作
品
，
或
發
揮
想
像
力
，
嘗
試
同
理
書
家
的

錐
心
之
痛
，
或
反
思
自
己
學
習
書
法
的
心
情
。

無
論
是
否
深
入
文
物
知
識
，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從

中
找
到
了
屬
於
個
人
的
特
殊
切
入
點
。
歷
史
文

物
的
意
義
因
此
超
越
了
單
純
的
資
訊
累
積
與
記

誦
，
與
個
人
特
質
及
生
活
經
驗
交
織
，
創
造
了

新
的
意
義
與
情
意
連
結
。

二○
○

九
年
十
月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舉
辦

﹁
雍
正─

清
世
宗
文
物
大
展
﹂
時
，
為
推
廣
社

區
學
校
的
參
與
，
將
展
覽
內
容
融
入
教
學
，
曾

與
鄰
近
的
雨
聲
國
小
進
行
館
校
合
作
。
朱
佩
玲

等
三
位
老
師
以
特
展
中
的
各
類
行
樂
圖
與
﹁
戒

急
用
忍
﹂
掛
屏
︵
圖
六
︶
為
主
題
，
設
計
系
列

教
學
活
動
，
融
入
四
年
級
的
國
語
、
社
會
、
藝

術
與
人
文
課
程
中
。
故
宮
教
育
人
員
首
先
入
班

介
紹
雍
正
的
一
生
與
雍
正
特
展
，
在
學
童
對
於

雍
正
皇
帝
有
基
本
認
識
之
後
，
老
師
再
以
各
類

行
樂
圖
中
的
變
裝
雍
正
為
主
題
，
讓
學
童
想
像

皇
帝
肩
負
的
責
任
與
扮
演
的
多
重
角
色
，
同
理

皇
帝
日
理
萬
機
的
辛
勞
，
並
創
意
發
想
忙
於
政

務
的
雍
正
如
何
抒
解
壓
力
，
發
展
成
現
代
版
的

雍
正
皇
帝
行
樂
圖
。
︵
註
十
九
︶

在
他
們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中
，
皇
帝
可
以
試
試
釣
魚
︵
圖
七
︶
、

游
泳
，
或
與
大
臣
們
打
打
籃
球
︵
圖
八
︶
，
以

排
解
壓
力
、
鍛
鍊
身
體
，
並
培
養
團
隊
默
契
。

﹁
戒
急
用
忍
﹂
原
本
是
康
熙
皇
帝
贈
予
雍
正
的

四
字
箴
言
，
雍
正
以
之
提
醒
自
己
修
身
養
性
。

在
雨
聲
國
小
的
教
學
活
動
中
，
家
長
也
為
小
朋

友
們
寫
下
量
身
打
造
的
座
右
銘
，
無
論
是
﹁
努

力
不
懈
﹂
、
﹁
笑
口
常
開
﹂
，
或
是
現
代
版
的

﹁I C
an

﹂
，
都
凝
聚
了
家
長
的
期
許
與
祝
福
；

學
童
也
從
座
右
銘
中
提
升
對
自
我
的
了
解
，
體

會
父
母
的
關
愛
，
最
後
並
製
作
成
現
代
版
的
座

右
銘
掛
屏
。
︵
圖
九
︶
看
似
遙
遠
而
抽
象
的
歷

史
人
物
與
事
件
，
因
為
這
次
融
入
情
意
教
學
目

標
的
活
動
，
而
超
越
了
認
知
層
面
的
知
識
累
積
，

與
現
代
兒
童
的
生
活
產
生
直
接
而
親
密
的
連
結
，

圖4　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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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領
他
們
探
索
陌
生
的
歷
史
文
物
，
也
使
學
童

們
在
過
程
中
反
思
自
己
的
人
格
特
質
以
及
與
父

母
的
關
係
。
家
長
的
參
與
使
此
次
教
學
活
動
延

伸
成
為
家
庭
中
情
意
飽
滿
的
事
件
，
在
學
童
與

家
人
感
性
交
流
、
共
同
成
長
的
經
驗
中
，
可
以

持
續
發
酵
成
為
家
庭
的
集
體
記
憶
。
家
族
成
員

在
未
來
生
命
的
不
同
階
段
中
，
可
以
重
溫
，
或

持
續
探
索
古
文
物
中
蘊
藏
的
新
意
義
與
新
感
情
。

　

二○

一
四
年
五
月
間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於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推
出
﹁
﹃
看
見
乾
隆
皇
﹄
複

製
文
物
教
育
展
﹂
，
並
於
開
展
之
前
先
行
培
訓

三
十
九
名
青
少
年
收
容
人
擔
任
學
生
導
覽
員
︵
註

廿
︶
。
他
們
除
了
為
彰
化
少
年
輔
育
院
全
校
師
生

導
覽
︵
圖
十
︶
，
也
為
來
自
少
輔
院
外
的
學
校

團
體
與
民
眾
服
務
。
培
訓
過
程
除
了
培
育
故
宮

文
物
基
本
知
識
，
也
強
調
情
意
領
域
的
討
論
與

反
思
，
要
求
學
員
在
解
說
內
容
中
嘗
試
將
文
物

與
個
人
情
感
或
生
命
經
驗
結
合
，
加
入
屬
於
個

人
的
獨
特
詮
釋
。
其
中
一
名
學
員
在
導
覽
時
以

東
晉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
圖
十
一
︶
為

選
件
，
法
帖
內
容
提
及
的
思
友
與
問
候
之
情
與

少
年
導
覽
員
生
命
經
驗
中
跟
隨
祖
父
學
習
書
法

的
記
憶
交
織
，
她
懷
念
祖
父
，
也
懷
念
因
為
學

習
書
法
而
建
立
的
親
密
祖
孫
關
係
，
並
進
而
自

省
身
陷
囹
圄
的
困
境
，
從
年
代
遙
遠
的
文
物
作

品
中
，
建
構
了
植
基
於
個
人
記
憶
與
困
頓
經
歷

圖7　 雨聲國小學生創意發想雍正皇帝以釣
魚紓解壓力　朱佩玲攝

圖8　 雨聲國小學生創意發想雍正皇帝與
大臣打籃球以紓解壓力　朱佩玲攝

圖10　彰化少年輔育院學生導覽員為同學導覽　作者攝

圖11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雍正　木雕嵌琺瑯片「戒急用忍」掛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雨聲國小學生創作的現代版座右銘掛屏　
朱佩玲攝

的
獨
特
解
讀
。
書
法
的
技
法
、
王
羲
之
在
書
法

史
上
的
地
位
固
然
皆
是
與
︿
快
雪
時
晴
帖
﹀
相

關
的
重
要
資
訊
，
但
思
念
的
主
題
則
與
少
年
導

覽
員
的
記
憶
與
經
驗
交
織
，
貫
穿
她
對
於
此
件

書
法
作
品
的
理
解
，
甚
至
啟
動
如
何
改
變
自
己

人
生
的
反
思
。
這
樣
的
生
命
經
驗
探
索
，
除
了

影
響
個
人
，
也
在
少
年
導
覽
員
的
解
說
過
程
或

透
過
後
續
與
他
人
的
分
享
中
，
繼
續
與
同
儕
、

觀
眾
、
家
人
等
多
向
溝
通
，
觸
動
所
有
曾
經
聆

聽
此
獨
特
心
得
的
觀
眾
。
千
餘
年
前
的
法
書
名

跡
因
此
藉
由
﹁
思
念
﹂
主
題
，
而
產
生
與
今
日

觀
眾
情
意
溝
通
的
新
可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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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次
教
育
活
動
的
嘗
試
讓
我
們
看
到
古
文

物
也
可
以
激
發
新
感
情
與
新
感
動
，
仍
然
與
今

日
生
活
同
步
脈
動
，
繼
續
創
造
當
今
世
代
的
個

人
與
集
體
記
憶
。
而
教
育
活
動
之
外
，
觸
動
情

意
經
驗
的
展
覽
，
同
樣
可
以
讓
觀
眾
在
情
意
飽

滿
的
博
物
館
經
驗
中
，
與
文
物
也
與
自
我
對
話
，

其
體
驗
除
了
感
染
自
己
也
感
染
他
人
，
形
成
人

與
物
、
我
與
他
人
的
多
元
多
向
對
話
關
係
。
更

重
要
的
是
，
每
一
次
的
感
性
體
驗
可
以
逐
漸
累

積
、
發
展
成
為
一
種
與
博
物
館
長
久
連
結
的
興

趣
與
態
度
，
以
及
追
求
鑑
賞
能
力
與
美
學
經
驗

的
價
值
觀
，
讓
觀
眾
在
生
命
的
不
同
階
段
中
皆

可
以
重
複
從
博
物
館
的
展
覽
與
活
動
中
得
到
新

的
體
驗
、
靈
感
與
感
動
，
改
變
個
人
的
生
命
價

值
，
進
而
感
染
他
人
，
改
變
群
體
。
歷
史
文
物

與
現
代
生
活
經
驗
交
織
，
過
去
與
現
在
建
構
出

全
新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
仍
然
具
有
與
當
代
對
話

的
無
限
潛
力
。
這
是
博
物
館
的
豐
沛
能
量
，
也

是
博
物
館
的
社
會
責
任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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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校合作課程〉，臺北市明德國小編，《臺北市第十一屆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成果集下冊－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及教具教材實物展示類》，臺北：臺北市教育局，
2010，頁 119-144。

20.  此次複製文物展與教育活動由本院教育展資處職務代理人
張珮琪規劃執行，由資深志工吳明秋、詹于佳、陳美俐擔
任導覽培訓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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