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新課綱下的課程方針
　　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綱領（下稱 108新課

綱）正式上路後，期望以核心素養來貫穿各領

域，強調以跨領域、科目統整主題、專題以及

議題探究方式進行課程教學，藉以強化學生整

合生活應用的能力。對教學現場教師而言，是

一個巨大的變革，教師從分科教學，轉為共備

共議的方式進行課程規畫，各學科老師如何進

行統整溝通 ?如何選定主題？如何規劃各科比

例？都是教師進行主題統整課程會經歷的困難

與挑戰。

　　博物館被視為開放性的學習場域，有著豐

富、獨特與多元的展覽主題及學習方式，觀眾

依照個人的先備知識以及喜好興趣，進行學習

體驗，教師如能與博物館共同合作，妥善運用

博物館教育資源，將可達到 108新課綱「成就

每一個孩子」的基本理念。故宮在協助學校教

師運用故宮資源進行課程教學已行之有年，針

對各級學校需求安排導覽服務與進班教學，近

年來更因應教育政策改變以及教學潮流發展，

與教學現場教師一同規劃並執行館校合作課

程。110年（2021）故宮推出「權力的形狀—

南薰殿帝后像」特展，從故宮收藏帝后像中畫

家細膩的描繪與畫面安排，顯示歷朝帝后掌握

的「權力」。為達到博物館教育之理念與目標，

並培養學生參訪博物館的興趣，與新北市板橋

高中共同依據本次特展主題，規劃跨領域課

程。

館校合作課程設計
　　Wood、Burner以及 Ross應用俄國心理學

家 Vygosky認知學習理論發展「鷹架理論」，1 

認為教學互動歷程中，需有能力之較高者擔任

社會支持者的角色，猶如蓋房子時鷹架的作用

一樣。亦即學習者需要在能力較高之引導者與

同儕的支持下學習。但當學習者的能力漸漸增

加之後，社會支持就逐漸減少，而將學習的責

任漸漸轉移到學習者身上，如同房子蓋好後，

要把鷹架逐漸移開。課程發展前期故宮教育團

隊與學校教師共同搭建「鷹架」，以 108新課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2021年辦理「權力的形狀—南薰殿帝后像」特展（下稱南薰殿特展），展
覽規劃前期邀請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教師團隊，共同進行校合作課程，將展覽內容及文物知識融

入教學，以學科統整方式，學生自主學習為目標，進行跨域／學科高中選修課程，本文針對合

作方案規劃與教學歷程及成果，逐一說明分析，做為未來館校合作規劃之參考。

▌鄧欣潔

高中跨域設計課程在博物館─
「權力的形狀—南薰殿帝后像」特展館校合作課程
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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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中「培養同理心」及「解決問題能力」為主

要課程目標，而故宮端則希望藉由課程讓學生

認識故宮重要書畫作品，更期待學生能夠轉化

思考，在「社會平權」及「文化近用」的策略下，

讓一般無法接觸平面畫作的觀眾群，也可以領

略中國書畫之美。如何在南薰殿特展內容下，

發展適合上述目標的課程內容，又必須在學校

課程與博物館教育目標取得平衡？皆是本次合

作必須考量的重點，經學校教師及故宮教育團

隊多次討論後，決定以引導學生設計「視障觀

眾參觀南薰殿特展輔具」為課程目標及成果。

（圖 1）

圖1　 館校合作統整課程架構流程　作者製

•   「國寶Eye無礙」—故宮南薰殿視障輔具優化設計

•   成果展前體驗評估
•   展覽期間併同呈現

•   數位自造多元應用
•   服務流程設計
•   專題製作

•   故宮特展主題網站
•   OPEN DATA開放平台
•   故宮官網數位資源
•   博物館展覽及觀眾服務應用課程

•   南薰殿策展主題規劃方向及展示內容
•   視障者日常生活體驗
•   故宮視障導覽服務觀摩及視障者參觀服務需求訪談
•   模型製作

•   認識故宮文物知識內涵，提升美感素養及藝術鑑賞能力。
•   瞭解故宮策展模式
•   培養學生同理心與解決問題能力
•   設計製作南薰殿特展視障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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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前期―鷹架建構
　　課程以故宮收藏南薰殿帝后像為素材，畫

作中，利用帝后精細的描繪與圖騰，展現出無

形且抽象的「權力」。因此，在課程安排上，

首先引導學生探討什麼是「權力的形狀」？權

力該如何「具像」？（圖 2）如何感受帝后的權

力？作為學生進行視障觀眾輔具規劃建置的基

礎。

圖2　 學生於課堂中熟悉南薰殿特展展件作品　作者攝

圖4　 學生從旁觀察故宮進行視障導覽服務　作者攝

圖5　 學生針對視障觀眾需求進行訪談　行銷業務處提供

圖3　 學生實際體驗引導視障觀眾服務　林明鴻攝

　　另一方面，為使學生瞭解視障者在生活中

的不便，課堂特別安排視障體驗，包含「白手

杖使用」及「人導法」（圖 3）、視野缺損打球

測試以及口述影像體驗等，藉由實際體驗，讓

學生在未來規劃方案時，能以換位思考的方式，

設身處地的為視障觀眾設計輔具設施，達到讓

視障者同樣能體驗故宮書畫的細緻與美感的目

標。此外，亦安排學生觀摩故宮既有之視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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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觀服務（圖 4），從旁瞭解博物館人員如何

利用肢體手勢、觸摸及口語表達方式，帶領視

障觀眾瞭解故宮文物。活動後由學生自主與視

障觀眾進行分組體驗討論，瞭解使用者需求以

及對南薰殿特展中展出文物之期待，作為學生

後續規劃實作之參考。（圖 5）

課程中期―鷹架撤離
　　課程前期故宮教育團隊與教師共同協助學

生，搭建學習鷹架，提供設計製作所需之知識

內容，於課堂中逐一介紹自造技術應用、展示

物件進入故宮陳列室之準則與規定等。在文物

知識及技術及工具應用等相關認識皆已學習完

備後，由學生依據課堂所學，以分組方式進行

視障輔具及展覽優化設計，學生由展覽選件中

挑選合適文物及主題，依據先前的實際普查及

訪談內容，學生必須思考「如何讓視障觀眾體

會瞭解南薰殿帝后像主體所要表達的權力」，

解決「讓視障觀眾同樣能領略帝后像中的權力

形狀」等問題，進行各種提案，提案中需提供

目的、目標客群特點分析、預計效益等，並且

討論「可能遇到之問題及解決方法」，後經歷

「實作修改」、「視障觀眾成果體驗及評估」（圖

6）等過程，完成本次課程成果。

學生成果展現
一、〈宋光宗后坐像〉視障參觀輔具介紹
　　〈宋光宗后坐像〉是本次特展中的重要主

題展件之一，畫中宋光宗后的衣著與穿戴配飾，

顯現宋代皇室用具的奢華與繁複，以及當朝崇

尚的品味與時尚潮流，2后冠大大小小的珍珠配

飾，以及禕衣上細緻的雉雞紋路，都是古代畫

家用心展現的帝后權力表徵。配合畫作中想要

傳達出的宋代后妃的高貴，以及考量設計協助

視障觀眾欣賞畫作的輔具，學生提出「讓畫重

生」的優化視障參觀方案，試圖將平面畫作進

行立體設計，進而使視障觀眾可以感受畫作中

細緻的紋飾及配飾（圖 7-1、7-2），另一方面，

學生亦進行口述影像內容撰寫，並錄製內容上

傳於網路，視障觀眾可藉由口述影像導覽（圖

8），深入瞭解畫作重要內容及描繪，更可由觸

摸方式感受畫中精緻的配飾及紋飾描繪。

二、〈明宣宗馬上像〉觸摸圖版設計
　　該組選定以特展展出之〈明宣宗馬上像〉

為素材（圖 9），畫中宣宗騎著馬，手臂上架著

鷹，徜徉在草原上，極富動態感，是特展中少數

的「皇帝生活像」，在畫家筆下可感受到，努

力想表達出皇帝在馬上的樣貌，對於視障者而

言，藉由觸覺導覽，能以觸覺代替視覺，實際

體會物件的大小、材質、紋理及溫度等。更可

以讓視障參觀者在腦海中構築出物件的輪廓。3 

圖6　 視障觀眾於展前進行學生作品體驗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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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學生作品—〈宋光宗后坐像〉視障參觀輔具　作者攝

圖7-2　宋光宗后視障輔具　林世國攝

為了讓視障觀眾能夠感受畫中皇

帝馬上英姿，學生嘗試設計觸摸

式立體圖板，將該立軸作品轉化

為 2.5D的觸覺畫作，不僅還原

圖畫內容，亦將畫中描繪的主體

明宣宗樣貌進行拆解，利用不同

材質堆疊及雷射切割等方式，將

局部內容獨立繪製說明，加強視

覺障礙者對畫作人物與空間表現

的理解，更進一步瞭解畫中呈現

的重要細節。

結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

展本於全人教育精神，以「自

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

強調學生是主動的學習者，而課

綱中明訂彈性學習課程，並希望

教師結合議題，進行跨領域、跨

學科之統整課程。事實上，統整

課程不僅是一種課程設計的組織

型態，更是一種教育理念，4組

織結合成為有意義的整體課程，

不僅是所謂統整學科，係以將兩

個以上的學科知識有效連結、利

用、融合成一個整體教學架構，

幫助學生跨越各學科獲得知識

的全面理解。5以往學校都以分

科方式課程，學生必須自行進行

知識統整，才能理解知識全貌，

在本次館校課程中，從故宮展覽

主題出發，在課程規劃上融入了

「人權」、「品德」、「科技」

等重要議題，在課程安排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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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藝術人文、生活與科技等學科，學生作品

在特展期間共同展出，亦是故宮的首次嘗試。

在課程發展及學生學習歷程中發現，當博物館

與學校共同合作，協助學生認識展覽文物，利

用課堂教學進行詮釋轉譯，再由學生進行轉化

設計，提高了學生對於參觀博物館的意願，強

化「自主學習」的教育目標，讓學生針對特展

設計視障輔具，並在展覽期間同時呈現於觀眾

面前，對於學生而言，更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這樣的課程規劃，亦希望學生在進行專案期間，

圖9　 〈明宣宗馬上像〉觸摸圖版設計　作者攝圖8　 展場中掃QR Code，可聽取學生錄製之口述影像
語音導覽內容。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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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培養同理心，當學生感受其作品將對其他

族群有所助益，並將發揮影響力，自然而然也

改變了學生學習態度，對於自己的學期成果更

加要求。本次課程以「為視障觀眾設計參觀輔

具」為目標，讓這群無法觀賞平面畫作美感的

族群，以不同方式體驗故宮文物之美，不僅增

加學生的成就感，提高學習興趣，也讓學生更

珍惜身為明眼人，能夠細細欣賞帝后像中的細

微描繪，好好感受畫中呈現的「權力的形狀」。

作者任職於本院行銷業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