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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於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權的保障，已成

為日益普及的國際人權趨勢，越來越多國內外

博物館主張應善盡社會責任，妥善運用資源來

關照身心障礙群體。近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以

下簡稱故宮）即積極透過硬體空間設施與軟體

服務的提升，致力消除因環境、生理、心理、

社會、經濟等因素所造成的隔閡，希望讓障礙

者也可以共享博物館資源。1除了與展示參觀相

關的無障礙服務之外，故宮也規劃多元主題與

形式的教育活動，希望連結起博物館文物與身

心障礙觀眾，為他們帶來生活與學習上的樂趣，

以實踐博物館的社會使命。

　　2008年故宮推出「跨越障礙・觸摸美麗」

教育活動，運用院藏一批尺寸及材質皆相當接

近真品的複製文物，由訓練有素的導覽志工採

取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形式，帶領視障觀眾親手

觸摸複製文物，搭配豐富活潑的解說與互動，

藉此認識故宮的經典文物及展覽內涵。由於考

量到身心障礙者受到主客觀環境的限制，要親

自來院參觀並不容易，所以同年故宮至國立臺

北啟明學校舉辦觸摸導覽活動，就近服務該校

視障學生，也讓博物館學習資源延伸至院外。

此後幾乎每年皆會赴院外舉辦以身心障礙者為

目標觀眾的教育活動，已陸續推廣至臺北、臺

南、臺中、高雄、花蓮、臺東及宜蘭等地，合

作單位與活動內容逐年因地制宜調整，服務對

象也從早期以視障者為主，逐漸拓展至多元障

礙別的群體，擴大院外身心障礙教育活動的服

務範圍。2

前進嘉義的籌備過程

多元的合作夥伴

　　故宮選定嘉義做為 2018年身心障礙院外服

務的地點，而與位於嘉義市西區的國立嘉義特

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嘉特）共同合作。嘉特

目前約有學生 300餘人，以中、重度智能障礙

及以智能障礙為主之多重障礙兒童或青少年為

主，設有幼兒部、國小部、國中部及高職部，

是南臺灣頗具規模的特殊教育學校，也是嘉義

2018年 4月 24日至 26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赴國立嘉義特殊教育學校舉辦教育活動。相較於過往

的身心障礙院外服務，此次活動在內容規劃、執行方式與合作架構等，皆展現出不同於過往的嶄

新氣象，可說是博物館實踐文化平權的重要嘗試之一，故特別為文記之。

芳心未礙
小探索家的故宮奇幻旅程活動紀實
■ 杜士宜

地區的專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次故宮與嘉

特攜手合作的到校活動，名稱訂為「芳心未礙

─小探索家的故宮奇幻旅程」，取諧音「方

興未艾」，意指各式各樣有趣新奇的事物正在

蓬勃發展，也代表孩子們年輕活潑的心靈能不

受身心障礙的限制，勇敢體驗與追尋生命中的

美好事物。（圖 1）活動為期三天，主要服務對

象為嘉特學生，同時也循例開放部分名額給鄰

近的特教學校及社會福利團體，讓更多當地的

身心障礙者也能夠參與體驗這場藝文盛事。

　　此次到校活動不僅僅是往年教育推廣活動

的延續，也是故宮首度嘗試將身心障礙院外服

務與文化部倡議的「博物館系統與在地知識網

絡整合計畫」相互結合，要將博物館典藏文物

與嘉義在地文史知識加以連結及彙整，轉化為

以身心障礙學生為主要對象的系列課程與活動，

並實際帶入特殊教育學校中。經考量嘉義的文

史特色與創意產業，本次特別邀請在地的一般

學校、藝文機構與文史團體加入合作，包括位

於阿里山茶產區的梅山鄉太和國民小學、積極

推廣刺繡產業的嘉義縣刺繡文化學會與朴子市

刺繡文化館，以及長年耕耘製香文化的新港香

藝文化園區等，希望藉此促進嘉義文史社群與

身心障礙者的互動，也讓參與活動的學員們有

機會增進對於自身生活環境的瞭解。此外，由

於嘉義正是故宮南部院區之所在，此次活動也

因此成為故宮首次由北院及南院聯手規劃的身

心障礙院外服務。

深化的合作模式

　　往年身心障礙院外服務囿於人力、時間、

經費等限制，大多由故宮總攬教育活動規劃與

執行，合作的特教學校主要負責提供場地、製

作文宣、邀請鄰近團體及安排場次等，活動內

容與學校自身的課程教學比較缺乏連結。有鑑

於此，本次活動特別加強與合作單位之間的夥

伴關係，希望發揮博物館文物研究與教育功能

的同時，也能夠與學校的特殊教育專業以及在

地的多元文史資源相互結合。2017年 10月，故

宮與嘉特及其他合作單位組成專案策劃團隊，

從故宮北院與南院的典藏與展覽內涵出發，考

量與嘉義在地的文史脈絡呼應，決定以陶瓷、

茶文化、織品及香藝為核心主題，將此次教育

活動設計為多站點式的參觀體驗，透過動畫影

片、複製文物、遊戲教具、手作活動、虛擬實

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等元素加以組合

呈現。經過策劃團隊多次工作會議的交流討論，

活動內涵與形式也持續修正調整，為的是能夠

更加貼近身心障礙學生們的需求。

圖1　 本次活動主視覺意象中，小翠（故宮北院明星文物翠玉白菜）
與哈奴曼（故宮南院代表吉祥物）在象徵嘉義的鳳梨田裡探索
各種新奇有趣的事物。空中翩翩起舞的蝴蝶代表嘉特學員在愛
的滋潤下，都能蛻變成美麗蝴蝶而飛翔。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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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

芳心未礙—小探索家的故宮奇幻旅程活動紀實

　　除了規劃為期三天的大型到校活動之外，

為了讓博物館與特教學校彼此間的教育功能相

輔相成，也為了讓本次合作的效益能夠持續延

伸與深化，故宮與嘉特更進行創新嘗試，共同

研發以智能障礙學生為主要對象的課程教案，

希望在符合課綱的前提下，設計出融合故宮典

藏文物與嘉義在地知識，連結日常生活經驗與

基本技能，並鼓勵學生透過不同形式呈現個人

轉化成果的學習內容。在嘉特教務處教學組的

協調安排下，共有三位極富熱忱的教師參與本

次教案合作，分別針對陶瓷、茶文化及織品三

項主題，依據其藝文素養及特殊教育專業，進

行課程教案的設計與撰寫。故宮則從旁提供與

文物及展覽內涵相關的參考資料，協調嘉義文

史社群提供各項專業支援，並且與嘉特不定期

召開教案討論會議。

　　經過半年的密切合作，三個主題課程教案

皆順利完成，內容大致包括主題知識簡介、故

宮文物賞析、動手操作體驗等項目，而三位教

師也都實際在課堂中試行教學。在陶瓷主題課

程中，嘉特教師帶領學生欣賞故宮典藏甚豐的

陶瓷類文物，藉此介紹各種形制、功能、釉色、

裝飾技法等基礎知識，接著再引導學生親自動

手摶泥，捏製屬於自己的創意陶杯，進而用各

式各樣的手法加以裝飾美化。（圖 2）在茶文化

課程中，教師透過故宮文物的介紹，引領學生

認識亞洲茶文化及飲茶器具的發展，並且將台

灣常見的工夫茶泡茶法簡化為五大步驟，搭配

上簡單好記的操作口訣，讓學生練習自己泡一

壺美味的茶。（圖 3）在織品主題課程中，教師

帶領學生至故宮南院欣賞亞洲織品展覽，瞭解

織品原料、製作工藝與裝飾技法等基本知識，

另外教師也示範基礎手縫技巧，並教導學生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實際應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織品主題課程還特別

規劃了嘉特、故宮與嘉義縣刺繡文化學會的共

同創作，三方協力完成大型刺繡作品〈芳心未

礙〉的製作，由故宮負責設計一個融合各合作

單位代表意象的圖案，再委託刺繡文化學會協

助布面製版及完成刺繡，最後交由嘉特教師指

導學生在作品上縫製一顆顆鈕扣，達到畫龍點

睛的效果。（圖 4）負責此教案的教師事後回憶

到，有一位平常在班上及團體活動都很難專注

的極重度智能障礙學生，竟然難得沉靜下來，

在教師的協助下一起完成縫鈕扣的活動，讓教

師與家長們相當感動。本次故宮與嘉特合作三

個教案的內容與形式各不相同，然而三位參與

教案設計的教師皆表示，大部分學生對於結合

藝術文化與生活體驗的學習內容感到新鮮有趣，

課程中的創作活動也讓他們有機會展現內在動

能，並且與同儕互助合作，從中獲得參與感與

成就感。

嘉特到校教育活動紀實

六大主題站點

　　「芳心未礙─小探索家的故宮奇幻旅程」

活動於 2018年 4月 24日至 26日在嘉特復健館

活動中心順利登場（圖 5），總共規劃了六個精

彩主題站點，分別記敘如下：
圖4　 在織品主題課程中，嘉特學生聚精會神在〈芳心未礙〉刺繡作

品上縫製一顆顆鈕扣。　嘉特林美慧老師提供

圖2　 在陶瓷主題課程中，嘉特學生透過故宮典藏文物的賞析，認識陶瓷器的
基本知識，進而摶泥捏製自己的陶杯。　嘉特王毓凱老師提供

圖3　 嘉特學生在茶文化主題課程中，學習透過簡易步驟泡一壺好喝的茶。　
嘉特黃美雲老師提供 圖5　 在活動開幕式中，故宮教育展資處徐孝德處長、嘉特許碧雲校長與眾多貴賓共同為〈芳心未礙〉刺繡作品揭幕。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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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畫影片站點

　　首先以故宮廣受歡迎的「國寶總動員」動

畫做為開場，影片長度約十分鐘，劇中以嬰兒

枕、玉辟邪及玉鴨三個可愛的國寶娃娃為主角，

敘述他們不慎弄丟了翠玉白菜上的螽斯，因而

在故宮內展開一場刺激的歷險記。影片播放區

另一側的展示桌上，陳列著與片中角色相對應

的複製文物，包括北宋〈白瓷嬰兒枕〉、東漢〈玉

辟邪〉、宋至元〈玉鴨〉、戰國〈犧尊〉、明〈玉

鰲魚花插〉、清〈翠玉白菜〉、清〈肉形石〉、

清乾隆〈霽青游魚轉心瓶〉等，這些複製文物

在外觀與質感上與原真品接近，是故宮從事教

育推廣的重要輔助，讓學員在欣賞完有趣的動

畫影片之後，可以進一步認識這些故宮的人氣

文物。（圖 6）

二、陶瓷主題站點

　　第一部分是故宮與嘉特合作研發教案的成

果發表，以大型海報介紹課程架構，搭配展出

嘉特學生的陶藝習作約十五件，旁邊的大型螢

幕則同時播放課堂上的影音紀錄及授課內容。

第二部分是故宮陶瓷類複製文物展示，包括唐

〈三彩馬〉、宋汝窯〈蓮花式溫碗〉、宋汝窯〈水

仙盆〉、宋〈木葉紋碗〉、明永樂〈甜白暗花

梅瓶〉、明永樂〈青花龍紋扁壺〉、明宣德〈寶

石紅釉僧帽壺〉、明成化〈鬥彩雞缸杯〉、明

成化〈鬥彩花蝶蓋罐〉、清康熙〈黃地牡丹碗〉、

清康熙〈五彩鏤空花薰〉、清康熙〈宜興胎花

卉方茶壺〉等，藉此呈現不同時代、地域、器型、

釉色、紋飾及功能之陶瓷器的多元樣貌。（圖 7）

第三部分則是大型教具「小小修復師」磁鐵拼

圖體驗，以明星文物明成化〈鬥彩雞缸杯〉特

殊的裝飾技法與圖案為主題，讓學員嘗試將破

碎的圖案重新拼湊回完整原貌。（圖 8）

三、織品主題站點

　　第一部分首先呈現故宮與嘉特合作的教案

成果，以大型圖文海報的形式，介紹教案內容

並分享教學過程，同時展出由故宮、嘉特與嘉

義縣刺繡文化學會合作完成的大型刺繡作品〈芳

心未礙〉，旁邊設置品名卡說明創作背景。第

二部分是織品原料體驗，由故宮南院提供棉、

麻、絲、毛、香蕉絲、樹皮等材料，讓學員認

識亞洲常見的各種織品材質。第三部分則是亞

洲服飾體驗，同樣由故宮南院提供來自東亞、

東南亞、中亞、南亞等地區─包括中國、日

本、韓國、印尼、烏茲別克、巴基斯坦等國的

男女服飾教具約十五套，並搭配淺顯易懂的布

面說明牌，介紹原料材質、製作工藝、穿著方

式及文化意涵，這些特色服飾皆開放讓學員觸

摸與試穿，並備有穿衣鏡供學員照鏡觀看及拍

照留念。（圖 9）

四、香藝主題站點

　　第一部分是認識香材的體驗，由新港香藝

文化園區提供檀香、沉香、丁香、香茅、肉桂、

砂仁、小茴香、陳皮、艾草、春花、八角等原料，

放置於透明玻璃展示瓶內，藉此呈現製香材料

的多元面貌。接著再從前述香材中挑選常用且

較無刺激性者，包括檀香、沉香、肉桂、艾草、

香茅等研磨為粉末，並放置於不銹鋼聞香罐內，

讓學員嗅聞各種香材的獨特氣味。（圖 10）第

二部分是創意香包手作體驗，故宮為配合本次

戊戌狗年的活動，特別設計製作四款小狗圖案

的香包，現場並備有各種香材粉末，學員可挑

選與混搭喜愛的材料，製作為自己的專屬紀念

香包。

五、茶文化主題站點

　　第一部分呈現故宮與嘉特教案合作的成果，

透過大型海報的形式，以文字及圖像說明課程

規劃及教學過程。第二部分是唐宋茶文化情境

導覽，展出兩幅故宮院藏與飲茶有關的複製畫

作：唐〈宮樂圖〉及宋〈文會圖〉，搭配完整

的宋式茶具與優雅花藝，模擬與想像唐宋時期

的飲茶氛圍。第三部分是台灣茶文化體驗，由

來自阿里山茶產區的太和國小擺設兩桌優雅的

茶席，小小泡茶師兩人一組，其中一位擔任主

泡，另一位茶侶則從旁協助，將美味茶湯敬奉

給每一位入座體驗的學員。（圖 11）

圖6　 「國寶總動員」動畫影片放映後，故宮導覽志工與學員進行有獎徵答及趣味互動。　作者攝 圖8　 學員在陶瓷主題站點體驗「小小修復師」拼圖
遊戲。　作者攝

圖7　 故宮導覽志工引領學員觸摸欣賞明成化〈鬥彩雞缸杯〉複製文物。　 
吳彥廷攝

圖10　 學員在香藝主題站點可以認識多元豐富的香材，並嗅聞不同的
氣味。　吳彥廷攝

圖9　學員在織品主題站點體驗各式亞洲特色服飾。　吳侃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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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展出兩幅故宮院藏與飲茶有關的複製畫

作：唐〈宮樂圖〉及宋〈文會圖〉，搭配完整

的宋式茶具與優雅花藝，模擬與想像唐宋時期

的飲茶氛圍。第三部分是台灣茶文化體驗，由

來自阿里山茶產區的太和國小擺設兩桌優雅的

茶席，小小泡茶師兩人一組，其中一位擔任主

泡，另一位茶侶則從旁協助，將美味茶湯敬奉

給每一位入座體驗的學員。（圖 11）

圖6　 「國寶總動員」動畫影片放映後，故宮導覽志工與學員進行有獎徵答及趣味互動。　作者攝 圖8　 學員在陶瓷主題站點體驗「小小修復師」拼圖
遊戲。　作者攝

圖7　 故宮導覽志工引領學員觸摸欣賞明成化〈鬥彩雞缸杯〉複製文物。　 
吳彥廷攝

圖10　 學員在香藝主題站點可以認識多元豐富的香材，並嗅聞不同的
氣味。　吳彥廷攝

圖9　學員在織品主題站點體驗各式亞洲特色服飾。　吳侃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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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R體驗站點

　　VR即是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三度空間虛擬世

界，讓使用者擁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基於空間

條件及場次安排等因素，本站點設置在鄰近活

動中心主場地的物理治療室內，由故宮專業人

員架設兩組裝置，並從旁指導操作，學員透過

VR頭盔觀看「故宮國寶菁華─虛擬藝廊」影

片（圖 12），彷彿走進一個虛擬的博物館陳列

室，可以欣賞多件經典文物並聆聽簡介，還可

以透過操控手柄將故宮最具人氣的清〈翠玉白

菜〉從木座上「拿」起來把玩。近年來故宮積

極運用 VR創新科技進行教育推廣，此次活動則

是首度嘗試將 VR技術運用於身心障礙服務，但

考量部分使用者仍可能產生暈眩或不適感，故

特別挑選內容單純、操作簡易且較不會引發不

適的影片內容，也事先請嘉特宣傳使用注意事

項並審慎評估，優先安排身心功能較佳且願意

配合穿戴裝置的學員參與體驗。

友善的空間與引導

　　近年我國文化主管機關針對身心障礙者文

圖12　 故宮人員引導學員進行VR體驗，走入虛擬藝廊欣
賞精彩文物。　吳侃娟攝

化參與情形進行研究，調查各障別群體從事藝

文活動時所面臨的挑戰，其中肢體障礙者經常

遭遇到空間動線不佳或廁所不足的情形，而心

智障礙者則認為缺乏人員引導且解說內容過於

艱澀，為其參與藝文活動時的主要困境。3本次

活動的服務對象以中、重度智能障礙學員為主，

部分並有多重障礙的情形，因此不僅在內容設

計上力求豐富有趣，也特別重視環境的無障礙

以及內容的可及性。嘉特提供的復健館活動中

心與物理治療室兩處場地皆面積開闊且光線明

亮，配備有完善的無障礙坡道、電梯、廁所等

設施，在活動器材陸續進場並完成布置後，各

主題站點皆設有指引告示，彼此之間的距離適

中並留有充足的移動空間，正適合讓學員們在

此自由自在地進行體驗。考量身心障礙者比一

般觀眾更需要服務人員的引導與解說，本次活

動現場安排逾二十位親切且專業的導覽志工與

工作人員，採取一對一或一對二的方式，引領

學員前往各主題站點進行參觀體驗，並透過淺

顯易懂的語言向他們解說，同時也會依照個別

學員的能力及興趣，彈性調整互動方式與導覽

內容。

多元感官的體驗

　　由於融合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

等不同感官系統的溝通形式有助於認知與記憶，

多感官體驗早已被廣泛運用於教育與學習領域，

近年來博物館界也逐漸調整過往偏重視覺的參

觀學習型態，將多元感官的體驗融入展示設計

與教育推廣之中。值得強調的是，多感官體驗

不僅對於博物館一般觀眾的學習有所助益，對

於服務身心障礙群體更是重要，他們由於部分

身心功能存在障礙，接收外界刺激的管道受限，

若能透過豐富多樣的感官來進行參觀體驗，更

有助其感受與理解博物館所傳遞的訊息。4有鑑

於此，本活動特別重視多感官體驗的營造，每

個主題站點皆包括各種感官元素和身體經驗的

組合，並盡量與實際生活經驗連結，以刺激學

員的認知與理解能力，加強對於學習內容的印

象。

　　每一梯次學員進入活動會場後，就在導覽

志工的引領下，運用自己的各種感官和身體運

動去探索與學習，他們首先會到動畫影片站點

坐下來觀賞可愛有趣的「國寶總動員」，活潑

風趣的志工會透過簡單的問答互動，加強學員

對於片中角色與情節的印象，每位學員都被鼓

勵用任何方式參與回應，並會獲得小貼紙作為

獎勵。抵達陶瓷主題站點時，面對形形色色的

複製文物，學員可以透過眼睛觀察與雙手觸摸，

去感受每個物件的尺寸、形狀、重量、質感、

紋飾等，志工也會引導學員將眼前的歷史文物

與自身的日常經驗做連結，進而激發出許多有

趣的聯想與互動。在進行「小小修復師」拼圖

遊戲時，志工會讓學員先觸摸欣賞精緻小巧的

明成化〈鬥彩雞缸杯〉複製文物，再引導他們

去仔細觀察拼圖教具上放大的圖案，接著鼓勵

他們手、眼、腦與身體並用，將一塊塊散落的

磁鐵拼圖歸回原位，志工會視情況從旁支援並

為其加油打氣，學員不論是憑藉自力或在他人

協助下完成挑戰，都會感到十分雀躍。

　　織品主題站點的內容聚焦亞洲各地的服飾

文化，與日常生活中穿衣的行為密不可分，因

而特別能引發學員的共鳴與學習興趣，他們在

導覽志工的解說引導下，觸摸與觀察各式各樣

的織品原料，接著從掛衣桿上琳琅滿目的亞洲

服飾中挑選喜歡的衣服，由自己試穿或請他人

協助，親身感受不同服飾的材質、造型、裝飾

等，大多數學員對於換裝後的樣貌感到驚奇有

趣，興奮地與同儕及師長們相互展示與合影，

此處也是整個活動現場充滿最多笑聲的地方。

至於香藝主題站點的香材嗅聞以及茶文化主題

站點的茶席體驗，則讓學員在視覺、聽覺與觸

覺之外，進一步透過嗅覺與味覺感官來參與活

動，而這又能夠連結到他們日常生活中對於氣

味與味道的記憶，形成層次更加豐富的學習經

驗。最後，VR體驗站點更是本次活動針對多感

官體驗的重要嘗試之一，藉由 VR科技所提供視

覺、聽覺或觸覺等感官的模擬，學員都感覺彷

彿真正造訪了故宮，甚至有機會捧起最有名的

清〈翠玉白菜〉細細欣賞，對他們而言是一個

饒富趣味的觀展新體驗。

結語
　　故宮推動身心障礙院外服務已行之有年，

2018年「芳心未礙—小探索家的故宮奇幻旅

程」活動隨著新資源與新理念的融入，在內容

規劃、執行方式與合作架構等方面，皆展現出

不少新氣象，不僅呈現出故宮北院與南院豐富

的典藏與展覽內涵，也結合地方文史特色及在圖11　 嘉義縣太和國小泡茶師為學員奉上美味茶湯。　吳侃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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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VR體驗站點

　　VR即是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三度空間虛擬世

界，讓使用者擁有身歷其境的感受。基於空間

條件及場次安排等因素，本站點設置在鄰近活

動中心主場地的物理治療室內，由故宮專業人

員架設兩組裝置，並從旁指導操作，學員透過

VR頭盔觀看「故宮國寶菁華─虛擬藝廊」影

片（圖 12），彷彿走進一個虛擬的博物館陳列

室，可以欣賞多件經典文物並聆聽簡介，還可

以透過操控手柄將故宮最具人氣的清〈翠玉白

菜〉從木座上「拿」起來把玩。近年來故宮積

極運用 VR創新科技進行教育推廣，此次活動則

是首度嘗試將 VR技術運用於身心障礙服務，但

考量部分使用者仍可能產生暈眩或不適感，故

特別挑選內容單純、操作簡易且較不會引發不

適的影片內容，也事先請嘉特宣傳使用注意事

項並審慎評估，優先安排身心功能較佳且願意

配合穿戴裝置的學員參與體驗。

友善的空間與引導

　　近年我國文化主管機關針對身心障礙者文

圖12　 故宮人員引導學員進行VR體驗，走入虛擬藝廊欣
賞精彩文物。　吳侃娟攝

化參與情形進行研究，調查各障別群體從事藝

文活動時所面臨的挑戰，其中肢體障礙者經常

遭遇到空間動線不佳或廁所不足的情形，而心

智障礙者則認為缺乏人員引導且解說內容過於

艱澀，為其參與藝文活動時的主要困境。3本次

活動的服務對象以中、重度智能障礙學員為主，

部分並有多重障礙的情形，因此不僅在內容設

計上力求豐富有趣，也特別重視環境的無障礙

以及內容的可及性。嘉特提供的復健館活動中

心與物理治療室兩處場地皆面積開闊且光線明

亮，配備有完善的無障礙坡道、電梯、廁所等

設施，在活動器材陸續進場並完成布置後，各

主題站點皆設有指引告示，彼此之間的距離適

中並留有充足的移動空間，正適合讓學員們在

此自由自在地進行體驗。考量身心障礙者比一

般觀眾更需要服務人員的引導與解說，本次活

動現場安排逾二十位親切且專業的導覽志工與

工作人員，採取一對一或一對二的方式，引領

學員前往各主題站點進行參觀體驗，並透過淺

顯易懂的語言向他們解說，同時也會依照個別

學員的能力及興趣，彈性調整互動方式與導覽

內容。

多元感官的體驗

　　由於融合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

等不同感官系統的溝通形式有助於認知與記憶，

多感官體驗早已被廣泛運用於教育與學習領域，

近年來博物館界也逐漸調整過往偏重視覺的參

觀學習型態，將多元感官的體驗融入展示設計

與教育推廣之中。值得強調的是，多感官體驗

不僅對於博物館一般觀眾的學習有所助益，對

於服務身心障礙群體更是重要，他們由於部分

身心功能存在障礙，接收外界刺激的管道受限，

若能透過豐富多樣的感官來進行參觀體驗，更

有助其感受與理解博物館所傳遞的訊息。4有鑑

於此，本活動特別重視多感官體驗的營造，每

個主題站點皆包括各種感官元素和身體經驗的

組合，並盡量與實際生活經驗連結，以刺激學

員的認知與理解能力，加強對於學習內容的印

象。

　　每一梯次學員進入活動會場後，就在導覽

志工的引領下，運用自己的各種感官和身體運

動去探索與學習，他們首先會到動畫影片站點

坐下來觀賞可愛有趣的「國寶總動員」，活潑

風趣的志工會透過簡單的問答互動，加強學員

對於片中角色與情節的印象，每位學員都被鼓

勵用任何方式參與回應，並會獲得小貼紙作為

獎勵。抵達陶瓷主題站點時，面對形形色色的

複製文物，學員可以透過眼睛觀察與雙手觸摸，

去感受每個物件的尺寸、形狀、重量、質感、

紋飾等，志工也會引導學員將眼前的歷史文物

與自身的日常經驗做連結，進而激發出許多有

趣的聯想與互動。在進行「小小修復師」拼圖

遊戲時，志工會讓學員先觸摸欣賞精緻小巧的

明成化〈鬥彩雞缸杯〉複製文物，再引導他們

去仔細觀察拼圖教具上放大的圖案，接著鼓勵

他們手、眼、腦與身體並用，將一塊塊散落的

磁鐵拼圖歸回原位，志工會視情況從旁支援並

為其加油打氣，學員不論是憑藉自力或在他人

協助下完成挑戰，都會感到十分雀躍。

　　織品主題站點的內容聚焦亞洲各地的服飾

文化，與日常生活中穿衣的行為密不可分，因

而特別能引發學員的共鳴與學習興趣，他們在

導覽志工的解說引導下，觸摸與觀察各式各樣

的織品原料，接著從掛衣桿上琳琅滿目的亞洲

服飾中挑選喜歡的衣服，由自己試穿或請他人

協助，親身感受不同服飾的材質、造型、裝飾

等，大多數學員對於換裝後的樣貌感到驚奇有

趣，興奮地與同儕及師長們相互展示與合影，

此處也是整個活動現場充滿最多笑聲的地方。

至於香藝主題站點的香材嗅聞以及茶文化主題

站點的茶席體驗，則讓學員在視覺、聽覺與觸

覺之外，進一步透過嗅覺與味覺感官來參與活

動，而這又能夠連結到他們日常生活中對於氣

味與味道的記憶，形成層次更加豐富的學習經

驗。最後，VR體驗站點更是本次活動針對多感

官體驗的重要嘗試之一，藉由 VR科技所提供視

覺、聽覺或觸覺等感官的模擬，學員都感覺彷

彿真正造訪了故宮，甚至有機會捧起最有名的

清〈翠玉白菜〉細細欣賞，對他們而言是一個

饒富趣味的觀展新體驗。

結語
　　故宮推動身心障礙院外服務已行之有年，

2018年「芳心未礙—小探索家的故宮奇幻旅

程」活動隨著新資源與新理念的融入，在內容

規劃、執行方式與合作架構等方面，皆展現出

不少新氣象，不僅呈現出故宮北院與南院豐富

的典藏與展覽內涵，也結合地方文史特色及在圖11　 嘉義縣太和國小泡茶師為學員奉上美味茶湯。　吳侃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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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參與，並且加強與特教學校的夥伴關係，希

望讓院外服務的教育效益擴大與深化。整體而

言，本次活動可說是故宮歷年來規模最大、內

容最豐富的身心障礙到校服務，透過六個兼具

知識與趣味的主題站點，以及多位導覽志工及

工作人員的引導解說，每位學員都能夠在寓教

於樂的過程中認識歷史文物，從多感官互動中

獲得層次豐富的學習體驗。

　　儘管參與本次活動的學員多數為中、重度

智能障礙及多重障礙者，不容易直接提供有效

的意見回饋，故宮與嘉特仍共同設計評量問卷，

讓帶隊教師與社工攜回填寫。從回收的 162份

問卷統計結果來看，針對活動的時間、場地、

主題內容、人員講解、設備操作、學習表現等

項目，皆有高達約 94%至 97%的參與者表達滿

意，僅有 3%至 6%的回饋意見認為普通，無人

表示不滿意。至於其他意見的部分，絕大多數

特教學校及社福團體給予正面肯定，然而也有

部分參與者反映體驗時間稍嫌不足，這確實是

本次活動規劃美中不足之處。各主題站點的內

容皆相當豐富，但每梯次參觀時間僅有約一小

時，導致不少學員未能完整體驗而稍感遺憾，

倘若在活動設計與場次時間上稍作取捨與調整，

讓學員可以更從容地參與各站點活動，應是更

理想的安排。

　　展望未來，只要在人力、經費與時間許可

的情況下，相信故宮會持續走出院外服務不同

的身心障礙群體，但如何整合各種資源來籌辦

符合身障者需求的教育活動，並且讓這些教育

活動發揮更長遠的效益，則需要博物館與協力

夥伴們的持續努力，包括定期針對館員與志工

舉辦教育訓練課程，藉此瞭解不同類別身心障

礙者與相關服務原則；加強與特教學校、社福

團體或醫療機構等專業社群的合作，邀請其參

與博物館教育活動的規劃與執行，同時鼓勵這

些身障教育及服務單位善加應用博物館資源；

蒐集彙整每次辦理身心障礙教育活動的回饋意

見與交流經驗，進而轉化為逐年改善的養分與

動力。當然，在主動出外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

同時，故宮也必須持續提升院內的軟硬體設施，

積極營造一個更加友善與包容的參觀學習環境，

吸引更多身心障礙者願意及能夠進入博物館空

間，讓博物館真正成為一個實踐文化平權的公

共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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