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分享國立故宮博物院（後稱故宮）2021至 2022年為發展遲緩與身心障礙幼兒規劃之
早期療育藝術陪伴課程，說明如何運用「以家庭為中心」（family-centered care）概念，結
合具早期療育工作經驗的跨領域師資，從藝術探索與多元感官體驗角度切入，舉辦到機

構、到宅、到社區等外展（outreach）活動，續返館內邀請早療需求家庭進館參觀及參與教
育活動，同時舉辦講座與工作坊，推動早期療育、學前特教與助人工作社群運用故宮文物

素材資源共創。透過與文物導賞、藝術統合及幼兒保育、學前特教、社會工作、職能治療、

藝術治療、戲劇治療等早期療育社群合作，使特殊需求家庭成員近用故宮學習資源之際，

亦接觸教養知能及藝術療癒，在友善的博物館環境與服務中感受社會支持。

▌陳彥亘

以家庭為中心─
學前特殊需求幼兒參與博物館活動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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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文化平權與特殊需求家庭觀眾
  1948年起，聯合國頒布相關宣言或公約揭

示人們參與文化生活的權益，持續推動文化平

權與文化多樣性，重視身心障礙者以無障礙格

式享有文化素材、參與文化活動及進入文化場

所等參與權。1博物館作為人類文明保存之所，

也在 1970年代新博物館學興起後，逐漸將人的

需求納入文化服務的關注核心，並意識到弱勢

及少數團體被排除與隔離的處境—包含教育文

化資源的被剝奪。

  博物館學者理查・桑德爾（Richard Sandell） 

指出，博物館具有改善社會不平等的潛力與社

會責任，可透過邀請社會邊緣與弱勢個人團體參

與教育推廣與展覽等工作，廣納多元觀點以回應

社會需求及促動社會改革。1中華民國博物館學

會揭示友善平權博物館的主要價值包含「友善使

用」與「社會平權」，鼓勵不同族群友善使用博

物館空間、設備、藏品及服務，消除因環境、生

理、心理、智能與文化、認知及社會經濟形成的

障礙、不公平與歧視，促進館員、志工、既有與

潛在觀眾及合作夥伴共創具包容性、啟發學習、

創意和參與性的平權環境。2

  國內外許多博物館皆規劃降低特殊需求觀

眾近用障礙的教育服務，例如美國大都會藝術

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為學習與

發展遲緩障礙、自閉症光譜類群兒童舉辦與特

展相關的藝術創作工作坊；3英國梅德斯通博物

館（Maidstone Museum）為有特教需求及障礙

兒童的家庭設計紓壓背包，內含耳機、減壓玩

具、放大鏡、沙漏、手套偶、以圖卡示意的當

日參觀表、標註館內安靜區域的平面圖及包內

物品照片清單，協助家庭成員在博物館中得到

支持資源、參觀彈性及被歡迎的感受。4國立臺

灣文學館針對兒少、視障、聽障、及樂齡與失

智長者規劃平權資源箱，促進多元社群使用文

學資源；5本院則於館內提供身心障礙個人及團

體參觀預約導覽常態服務、口述影像語音導覽、

口述影像版動畫及雙視設計觸覺地圖、點字參

觀手冊、觸摸輔具及易讀手冊，並至院外特殊

教育學校或社福機構巡迴舉辦動畫影片觀賞、

複製文物觸摸及多感官體驗手作活動。6

故宮藝術陪伴計畫與早期療育

一、計畫緣起
  為回應社會脈動與觀眾學習趨勢，2018年

起，故宮將過往服務文化不利地區的複製文物

巡迴展轉型為「故宮藝術陪伴計畫」，規劃客

製化單堂或系列課程。服務對象包含偏鄉學校

師生、離島社區民眾及青少年收容人、中介

教育學校學生、安置機構青少年等特殊境遇青

少年。從文化資源較不足區域民眾，擴大邀請

多元文化及特殊需求個人團體使用故宮教育資

源，透過活動參與及展覽共作，開發博物館作

為不同社群對話平臺的潛力。

  為持續轉化典藏文物予不同潛在觀眾所

用，以及因應新冠疫情（Covid-19）期間特殊需

求家庭治療課程因疫情被迫中斷所產生的家內

自主學習資源需求，2021年起故宮以多數博物

館較少觸及的社群— 0至 6歲發展遲緩與身心

障礙等具早期療育需求幼兒—為目標對象展開

系列活動，探索藝術教育應用於此社群的潛力，

進而認識博物館家庭觀眾的多元面貌。

二、發展遲緩與早期療育
  「發展遲緩」幼兒意指在認知、生理、語言、

溝通及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等層面有

疑似異常，或可預期發展異常現象的 6歲以下

兒童。「早期療育」則指為預防或彌補影響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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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發展的不利因素，透過社會福利、衛生、

教育等專業團隊合作，提供發展遲緩、身心障

礙、高危險群幼兒及其家庭必要的治療、教育、

諮詢、轉介及安置等服務。7經由早期療育的介

入，幼兒發展遲緩現象可得到改善或接近典型

發展兒童的生長進程。

　　早期療育服務並非只針對幼兒本身，而是

將家庭成員納入整體考量。「以家庭為中心」

的概念彰顯了家庭在照顧發展障礙幼兒的核心

角色、主動選擇權與決策權。相關研究發現，

提供滿足家內成員需求的支持性服務，可提高

家長執行療育活動的參與度及培養相關知能，

家內環境成為自然學習情境，使幼兒在日常作

息與活動中接受引導與增進能力發展。8

三、特殊家庭觀眾需求
  家庭觀眾是博物館觀眾主要類型之一，具

較高的重複到訪可能性，無論是特殊需求或典

型發展幼兒，造訪博物館的行動皆建立在家庭

行程安排上。因此，在思考及設計發展遲緩與

身心障礙幼兒博物館體驗時，須將家庭成員個

別需求與期望同步納入規劃，滿足參與者不同

層次的需要，提高其走入博物館及使用教育資

源的動機。從諸多文獻中可歸納家有障礙者的

家庭有經濟補助、教養照護專業資訊、托育服

務、情感支持、休閒娛樂、社會互動、自我肯

定等需求；並因長期照顧出現倦怠、休閒時間

減少、社交互動不順利、障礙子女被社會所排

拒，9及非障礙手足在協助承擔照顧障礙者的過

程中，可能出現被忽略的負向心理感受。10

  為了轉化館內典藏文物素材，成為家有發

展遲緩及障礙幼兒家庭成員所需資源，增進發

展遲緩幼兒認知、生理、語言、溝通等能力，

提升照顧者對兒童發展的認知、教養技巧及資

源使用能力，及促進照顧者與非障礙手足的心

理健康與喘息緩衝等，故宮尋求社會福利、衛

生與教育、表達性藝術治療等早期療育工作者

合作轉譯故宮文物內涵，透過多元專業合作，

嘗試移除特殊需求家庭使用文化資源的障礙。

跨專業合作回應特殊家庭觀眾需求
  2021年起，故宮邀請教保人員、學前特教

老師、藝術統合教師、藝術治療師、戲劇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諮商心理師及本院導覽志工，

組成課程設計與服務團隊，至早療日照機構、

家內、社區資源中心舉辦療育活動。2022年中，

故宮統整前述外展服務經驗後，邀請特殊需求家

庭走入故宮，於館內舉辦展場探索與藝術體驗活

動，並辦理課程培訓與實務工作坊（圖 1），11 

圖 1　 本院舉辦「以家庭為中心—促進特殊需求幼兒的博物館參與」
講座／工作坊，促進故宮文物跨域應用及早期療育社群交流。　
行銷業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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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特殊幼兒教育及早期療育社群的交流。

  在思考課程目標與內容時，團隊先檢視館

內藏品圖像、開放素材、展場物件、教具教材、

合宜教學空間與相關人力資源等既有資源。在

盤點相關資源與對象需求後，針對不同合作機

構個別活動目標及學員背景屬性，運用「以家

庭為中心」為主軸，規劃外展及館內教育活動

如下。

一、 日間托育早期療育機構―促進中重度
障礙幼兒動作發展與多元感官體驗 12

  2021年 9月疫情稍緩後，故宮與新北市愛

家發展中心合作，邀請故宮導覽志工、戲劇治

療師、藝術統合教師、教育犬團隊（圖 2）合作，

為中心兩個班級 2至 6歲的中重度障礙幼兒規

劃 13堂約 40分鐘的課程。由中心教保人員協

同故宮團隊引導幼兒體驗與互動，活動進行時

整體師生比例將近 1比 1。

  學員障別有語言障礙、動作協調障礙、自

閉症、發展遲緩及合併多重障礙等，由於口語

表達及動作發展能力有限，故課程重心設定為

促進動作發展及多元感官體驗，包括文物圖像

姿態觀察、動作模仿、複製文物觸摸與藝術材

料探索等，如：讓幼兒騎乘在教師背上，模仿

唐韓幹（八世紀）〈牧馬圖〉中奚官騎馬姿態，

訓練身體肌力與平衡力；觀察清中期〈白玉錦

荔枝〉圖像，觸摸複製文物與真實苦瓜，嗅聞

苦瓜剝開後的氣味，增加多元感官體驗；觀察

民國丁衍庸（1902-1978）〈鬱金香與青蛙〉的

圖 2　 與培訓流浪狗陪伴身心障礙者的「臺灣心輔犬培育團隊」合作，觀察畫作圖像、解說犬隻動作可能代表的身體訊息，引導教育犬與學員遊戲互
動，增進特殊幼兒認知、情緒與社交等能力。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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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與線條，以吸管吸取與吹吐顏料（食用色素）

進行創作，訓練口部肌肉。

  為使家中照顧者了解活動內涵，故宮提供

課後學習資源包（內含文物簡述、觀察提問建

議、初階拼圖與活動引導說明），透過中心家

長通訊群組分享課堂照片，鼓勵親子在家中觀

察文物圖片及執行身體動作，持續練習促進幼

兒認知、手眼協調、動作發展及親子互動。

二、 到宅療育服務―鼓勵教保人員應用故
宮素材及家長教養知能充權

  為持續深化早療服務與開發館藏文物應用

潛能，故宮 2021年底續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早療通報轉介中心（後簡稱北市早療通報轉介

中心）合作為期一年到宅療育服務專案。以北

市早療通報轉介中心、松山資源教室及大同中

山、松山內湖、信義南港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所服務之 10組 0至 3歲的發展遲緩與身心障

礙幼兒家庭為對象，培訓具幼兒教育及照顧專

長的到宅教保人員為種子教師，將學前特殊幼

兒較易理解的主題如親子互動、動物與食物等

主題之文物圖像，以及相關之迷你複製文物、

圖卡、拼圖、印章、磁鐵等既有教材與文創品 

（圖 3），應用於促進學前特殊幼兒認知、溝通、

動作、感官知覺及社會情緒發展的到宅活動設

計。同時，在社工協力下，針對不同個案發展

遲緩情況及家長期望設定活動目標，透過定期

團體督導會議分享交流與調整活動內容。

  專案歷程包含到館參觀、種子教師培訓、

教案開發及到宅服務。首先邀請專案成員到故

宮參觀，以「國寶總動員」動畫為故事線，由

導覽志工引導於展場尋覓片中文物，再回到教

學空間觸摸複製文物，感受其材質、形狀、部

分文物的操作方法，建立家庭成員與故宮館舍

空間、文物、館員及志工的初步連結。隨後，

展開課程培訓及教案設計，並由教保人員進行

雙週一次到宅服務，每家戶約 8次。除了教保

人員教學，部分案家申請故宮與藝術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到宅活動 2次。除了提供家長多面

向專業知能與實作引導，亦促成不同領域人員

互相觀摩，激發更多教案靈感與關注面向。由

於 2022年疫情依舊影響甚鉅，部分案家考量染

疫風險後退出，到宅活動也採實體與線上並行。

圖 3　 運用本院已開發之迷你複製文物及圖卡等教材作為教保人員應用於到宅
活動的素材。　作者攝

圖 4　 運用紙膠帶為圖案上色的素材，鼓勵撕貼或剪下交由幼兒黏貼，可訓練
手部精細動作。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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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宅個案多數有認知、語言與社會情緒發

展遲緩及自閉症類群障礙，教保人員、職能治

療師及藝術治療師依照個案發展情況設定活動

目標，再運用故宮文物圖像及既有教材與文創

品融入教學，如：以文物圖像引導個案仿說與

表達；透過圖像記憶遊戲訓練視知覺能力，並

以曬衣夾選取文物牌卡配對，或運用紙膠帶撕

貼創作（圖 4），訓練手部精細動作；運用冰箱

門板作為動物主題文物磁鐵片遊戲基地；模仿

子母猴畫作中的親子互動，與照顧者擁抱（或

與玩偶擁抱）建立安全依附感；運用碗、盆、

杯等迷你複製文物進行扮演遊戲（圖 5）；從多

寶格收納功能延伸，引導照顧者與個案練習將

家中玩具歸位；運用迷你複製文物與蠟筆、水

彩、墨汁、黏土、紙膠帶等材料多次探索，降

低個案觸覺敏感；將家中可取得素材如白米、

蒜頭、咖啡豆等加入鼻煙壺教具瓶，鼓勵嗅聞

嘗試減輕嗅覺敏感；或透過個案、主要照顧者

及非障礙手足的集體藝術創作，促進家庭成員

間正向互動與非口語的情意交流。（圖 6）

  到宅專案提供博物館教育資源走入家中的

機會，歷經數個月教保人員引導及家長在家帶著

孩子持續遊戲學習的過程中，多數幼兒有語言、

肢體表達或動作能力的提升；部分個案家庭成員

也因為教材的共玩共學，或因對故宮文物有興趣

而一起蒐集資料，產生家庭動力的正向改變。

三、 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促進家庭及社
區成員互動交流及引發參觀故宮動機 13

  到宅療育專案進行之際，士林北投、信義

南港及中正萬華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同步邀

請故宮課程團隊至社區舉辦早療親子課程。以

在地 4至 6歲早療需求兒童及家庭成員為對象，

選擇貼近日常生活經驗的主題，以及促進社會

情緒發展為目標，結合故宮導覽志工與藝術治

療師，將動物母子及清代課子圖題材等故宮文

物圖像融入活動設計。內容包含引導親子肢體

圖 5　 結合故宮迷你複製文物、家中的餐具與玩具，引導幼兒在扮演遊戲中探索物件及藝術材料的
形狀與觸感。　作者攝

圖 6　 到宅活動尾聲，藝術治療師引導家庭成員共同創
作，促進家人之間非語言的情感交流。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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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圖 7、8）與藝術材料創作，觸摸複製文

物與藝術材料質地表達感受（如：青銅器摸起來

冰冰的、毛根摸起來刺刺的），或觀察與討論文

物圖像主角喜怒哀樂的表情或動作，增進學員對

情緒的辨識覺察，並向家長示範如何運用肢體互

動或多元藝術材料安撫與調節幼兒情緒。

　　無論是課程方向設定、家庭背景初步瞭解

及課程試教，中心社工給予課程團隊籌備工作

很大的幫助，有助於課程即時修正。受疫情影

響，部分課程嘗試了線上互動結合宅配藝術材料

包，雖然減少了面對面互動機會，但由於課程內

容適時連結家中起居空間與生活物件，且家內環

境提供了發展障礙幼兒心理安全感，多數家庭成

員皆能完成活動，並給予熱烈回饋。活動結束

後，部分家庭亦報名了後續開設於故宮館內的教

育活動，或表達想到故宮走走的意願。

四、 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巡迴輔導社群―
結合故宮文物與幼兒生活美感教育

  2021年底，透過北市早療通報轉介中心引

薦，故宮與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學前巡迴

輔導團隊教師專業社群接觸，邀請教師社群嘗

試轉化故宮文物作為特殊幼兒教學資源。學前

巡迴輔導工作主要服務對象有特殊幼兒、家長

及班級教師，並於特殊幼兒家中或就讀園所提

供直接或間接的巡迴服務。

  時值疫情期間，許多家長對於如何在家中

引導特殊幼兒感到困惑，教師社群以圖片及影

片示範如何運用故宮文物作為親子活動素材，

並製作親子遊戲袋供家長運用，期待家庭成員

於體驗文物美感的過程中提升親職功能。經教

師社群成員實際到館參觀及盤點本院網路可用

資源後，以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的食衣住行

圖 7　 宋　易元吉　子母猴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000311  
從動物的母嬰擁抱引發親子共感，鼓勵照顧者與幼兒擁抱與道愛，
建立親子安全依附感。

圖 8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西洋母子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 000873 從具生活感的文物圖像回望親子日常的身體互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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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為題開發多款教案。內容包含運用〈清明

上河圖〉中的市集與現代市場做比較，準備食

物類教具讓特殊幼兒切割重組，訓練視知覺與

精細動作；又以畫卷中的城門與臺北市區的北

門照片做比較，提供積木、拼圖建構城牆；或

以大型教具仿擬畫中交通工具，討論不同行進

方式，引導孩子進行出汗性大肌肉活動等等。

  與學前巡迴輔導社群的合作，最後因疫情

關係僅執行了學前特教老師到宅活動，教師所

輔導的園所則因學校管制無法入校教學，轉為

由各教師與家中幼兒共同遊戲測試教案，及提

供給普通班教師於融合班級課程計畫參考。雖

無法實際執行，但過程中亦有偏鄉幼兒園所表

達合作興趣，期待未來故宮教育資源能在文化

不利地區，成為特殊需求兒童家長資源與支持

系統的小小助力。

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創造特殊家庭觀眾正
向博物館經驗

  2022下半年，故宮彙整前述各項外展活動

執行經驗，於館內開設 7項藝術陪伴課程，14邀

請容易對博物館空間卻步的 2至 6歲發展遲緩

及身心障礙幼兒、手足與照顧者，透過展場探

索、圖像觀察、複製文物觸摸持拿、肢體互動、

數位體驗及藝術創作等活動，在故宮度過愉悅

的共學與遊憩時光。

  以「游魚遊戲—文物圖像觀察&展廳探索」

活動為例，將清《海怪圖記・怪魚十一》（圖 9） 

作為引子展開故事線，早療家庭親子隨著遊戲

手冊與導覽老師引導，參與促進認知、精細與

粗大動作、感官知覺等活動段落的各項遊戲與

創作。整體活動約進行 1.5小時，每次約 6至 8

組家庭，依家長所提供的幼兒發展遲緩與障礙

資訊及特殊需求分約 5組。每組由 1位導覽老

師搭配 1位工作人員，引導家庭於展場中觀察、

互動；後續回到教學空間的複製文物觸摸、藝

術創作及肢體遊戲等活動，最終至兒童學藝中

心再次與彩色怪魚相遇。活動以數位體驗收尾

（圖 10∼ 18），並推薦家長可於活動後帶孩子

前往至善園遊憩，觀看水池中活生生的游魚。

  課程團隊於每場活動開始前告知展場服務

人員本日參與學員的背景，以利第一線服務人

員於特殊幼兒出現不適應狀況時，適時表達同

理與協助。教室外側明亮的走廊，則作為學員

乍見陌生環境感到衝擊時，可撤退及情緒緩衝

圖 9　 清　海怪圖記　冊　怪魚十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32 圖 10　 揭開故事線：有怪魚闖入故宮，把文物上的魚兒們趕跑了， 
請大家幫忙把游走的魚找回來！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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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展品觀察：找找看是哪隻魚跑出來了，選擇同樣圖案的貼紙，
讓魚兒回家。　作者攝

的區域。活動結束後，多數家長回饋認為透過

遊戲可提升孩子對文物的興趣，並對導覽老師

的貼心照顧與引導感到印象深刻，整體活動創

造了親子正向互動體驗。部分家庭於活動結束

後，選擇再回到展場中觀看其他文物與體驗數

位互動設施，多位家長並表示，過去不敢帶孩

子進博物館，在參與本系列活動後，開始比較

有動機和勇氣嘗試。

結語
　　本文分享故宮與社政、教育機構合作，藉

由「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出發，強化家長在

學前特殊幼兒學習的中介與鷹架角色，並與具

早療工作經驗的多元師資合作設計教學活動，

針對參與對象屬性，設定不同學習目標。

  日照早療機構因收容 2至 6歲中重度障礙

圖 11　視知覺遊戲：進展場前先訓練觀察力，找找怪魚躲在哪裡？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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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複製文物觸摸：觀察魚的顏色、形狀、數量及表達觸摸感受。　 
作者攝

幼兒，在對象認知程度較弱且身體障礙程度較

高的前提下，以促進幼兒身體動作發展及藝術

材料體驗為目標，創造多元感官經驗，提供延

伸學習資料，鼓勵家長在家中持續與孩子運用

故宮素材互動。

  到宅療育活動針對 0至 3歲的發展遲緩兒，

視家長為協力者，將博物館資源於自然狀態下

融入家內活動。除了運用文物圖像、複製文物

及創意教材及文具之外，也搭配家內隨手可得

的物件，便利家內活動操作與延續學習效益。

此外，多元領域的到宅師資，亦可與家長交流

不同層面的教養知能。

  以社區成員為主的藝術陪伴課程，除了 4

至 6歲發展遲緩兒，亦鼓勵非障礙手足與家長

的參與。運用藝術材料探索與創作，促成家庭

成員間的情意交流與正向互動，並透過與生活

連結的文物導賞，引發早療家庭親子到故宮參

觀的動機。

  以學前特教老師巡迴輔導的 2至 6歲特殊

幼兒、家長及學校為主的活動設計，則注重與

生活經驗的連結。除了幼兒生理能力與家長親

職功能的提升，並包含學校融合教育的教案規

圖 14　 手作活動：透過擠壓膠水瓶、倒入亮粉、抓取水晶寶寶、剝黏貼紙與
眼珠等活動訓練手部精細動作，並發揮創造力，創作一條屬於自己的
魚（具舒緩功能的靜心瓶）。　作者攝

圖 15　肢體遊戲：帶著自己創作的魚兒，與家人一起在海洋裡悠遊。　作者攝 圖 16　 表達與交流：幼兒、手足與照顧者在紙上天球瓶
裡畫下魚和水草，完成後與其他學員分享。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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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輔導。

  以故宮為主要活動場域的各式課程，串聯

展場與教學空間中實體與數位教育資源，搭配

不同領域早療專業工作者，引導特殊需求家庭

遊戲共學。透過共同觀察、遊戲、探索與創作，

創造家庭成員間正向互動與愉悅的博物館經

驗。同時，學員的回饋亦使本院思考空間設施

與人員服務對於障礙社群的友善度與支持性、

展示溝通與教學詮釋的易讀易懂程度，及針對

不同發展遲緩與障別觀眾持續開發細緻化服務

的必要性。

  本案運用博物館物件學習導向結合早期療

育專業師資，除了發揮藝術療育潛能，並彰顯

社會互動為博物館重要功能之一。故宮規劃外

展活動接觸多元社群，實踐文化平權，邀請發

展遲緩幼兒、非障礙手足及照顧者到館參觀，

減輕特殊需求家庭成員對文化場所的被排拒感

受，享有每個社會成員皆應得的文化參與權。

  本文透過回顧一系列與特殊需求家庭、早

圖 18　 遊戲手冊：除了搭配展廳任務，亦包含自由創作頁面，於活動
中作為幼兒情緒緩衝或返家後延續運用的資源。　作者攝

圖 17　 數位體驗：帶著作品到兒童學藝中心餵魚（掃描上傳投影），原來彩色怪魚在這裡！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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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程主題分別為：1.游魚遊戲—文物圖像觀察 &展廳探索、2. Fun心動起來—故宮文物融入幼兒發展動作、3.尋找螽斯—國寶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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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藝術媒材體驗、7.我的心情多寶格—文物圖像觀察 &藝術媒材體驗。

期療育、學前特教及助人工作領域專業工作者

的合作歷程，看見前述專業工作者依個案能力

進行個別化設計及「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方

法，與博物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學習趨勢

相呼應。部分活動雖因疫情而未達成初始設定

的全數目標，仍有助於探究博物館潛在家庭觀

眾的多元樣貌，思考故宮文物資源應用於幼兒

及障礙社群的潛力，並獲得持續實踐與既有及

潛在合作夥伴共創友善平權環境的動力。

本系列活動感謝所有投入教案開發與活動執行的講

師、合作機構，及本院志工老師、行銷業務處教育

推廣科長官與同仁支持協助。最後，衷心感謝參

與故宮早療藝術陪伴課程及不吝給予回饋的家庭觀

眾，您們的參與是這一系列課程的起點與動力。

作者任職於本院行銷業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