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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透過參訪各館所的研究或教育人員，聯繫交流與實地觀摩學習，了解各所建館理念、設

計巧思、如何建構空間來達到展示的視覺效果，在解說方式、活動研發設計或教學互動上與我

們有何異同。考察行程除參訪廣東博物館和上海水族館兩座一線城市的精華館所，另外規劃了

上海玻璃博物館及湖南國際礦物博覽會，一是希望在今年矽裡乾坤特展增添廣度及深度，其二

是希望邀約相關的專業人士來本館參與兩岸科學傳播論壇或給予大師級的演講。更期盼能夠藉

此機會體認各館所不同的特色，汲取其優勢並截長補短地應用在實務上，未來在解說內容、設

計教案或相關活動還有演示手法上能更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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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導覽解說小組是特展解說的主要人力，除特展、常設展解說和基本的生科演示外，尚須

不斷拓展視野及充實科學新知，進而翻轉相關教案或是有更新穎的活動設計，也才能提供

觀眾良好且優質的科教服務。 

      現今世界上最強盛兩個國家便是美國及中國，中國更是在語言及文化上與我們相當

相近的地帶，目前許多言論浪潮往往認為中國的硬體較台灣來的先進，而台灣勝出之處在

於「軟實力」，真是如此嗎? 中國大陸已遠離文革時代，進入復興階段並大量興建博物館，

希望透過此次行程能有所改觀，體會箇中奧妙。 

 

二、 目的 

第一為矽裡乾坤特展增添解說時的深度及廣度，第二是希望邀約相關的專業人士來本館

參與下半年的兩岸科學傳播論壇，最後則是將此次習得的知識內容補充更新至現有的教

案，豐富解說內容。 

 

三、 館所介紹及行程紀要 

(一) 廣東省博物館 

        廣東省博物館是省級的綜合性博物館，坐落在珠江新城中心區，緊鄰廣東圖書館，

並與西側的廣州歌劇院及中央花園大道一起構成廣州文化藝術廣場。於 2010年落成並對

公眾開放，其外觀仿如一個精雕細琢的珠寶盒，吸引觀眾揭開寶盒裡面的奇珍異寶。展覽

以廣東歷史民俗、藝術、自然為主要陳列方向，另外配置有陳列展覽系統、藏品管理系統、

教育和綜合服務系統、業務科研系統、安全保衛系統和行政管理系統等等。作為廣東省三

大標誌性文化設施之一，廣東省博物館新館對於營造廣州市的文化氛圍、體現廣州華南文

化中心的地位、加強國際文化交流、以及使廣州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都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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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湖南國際礦物博覽會(簡稱“礦博會)  

            礦博會是全球屈指可數的年度專業展會之一。舉辦場

地郴州享有中國“礦物晶體之都”的美譽，這場盛會展覽面積達 10

萬平方公尺，設置約 2,500個國際標準展位。主辦方希望礦博會充

分發揮平台效應，向全世界展示及拍賣中國蘊藏的礦物寶石，同時

提升其品牌形象並促進國際化和現代化發展。2018年已舉辦第六屆，

主題是「神奇礦晶、石韻福城―珍稀的車輪礦」。車輪礦經常出現「環

狀雙晶」，因外型近似車輪而得名。車輪礦用途非常廣泛，銻、鋅、

鉛所熔的合金，可制印刷機、抽水機、起重機等零件，銻、鉛合金可用於製作軍事武器榴霰彈。 

 

(三) 上海玻璃博物館 

            玻璃博物館以上海寶山區一間玻璃工廠作為

館址，德國設計師負責建築，選擇寶山區興建的原因是過

去此地是大陸的玻璃工業重鎮，設計團隊以玻璃作為空間

上的設計主軸，在地板、牆壁等建材上都使用黑色烤漆玻

璃，不同角度的照明在玻璃上折射出各種亮點，創造出明

暗璀璨效果，將展覽空間襯托出立體感。玻璃可透射陽光，

提供充足採光免除過多的電燈照明，且黑色玻璃在白天時也可吸熱，是節能省碳又美觀的綠建

築，友善環境的代表。 

 

(四) 上海水族館 

           位在浦東的陸家嘴核心地區，於 2002年對外開放，鄰近東方明珠塔，不但是知

名觀光景點，為更是社教共樂兼親子同遊的地方。目前分為中國、南美洲、澳洲、非洲、東南

亞、冷水、南極、海岸和深海區共 9個主題展示區。也定期推出科普體驗活動，如認識鯊魚的

生活史並且近距離觸摸鯊魚等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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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羅列此次行程的紀要，其中廣東博物館的行程與原先計畫不同，有些微調整，預

約到的特展解說並無納入行程而更改成常設展解說: 

日期 行程 研習內容說明 備註 

5/15(二) 台中至廣州 交通去程+安寨+規劃並再次確認行程動線 宿廣州 

5/16(三)  

 

 

 

 

5/17(四) 

廣東省博物館 

 

第一天: 

參觀館內常設展:土火之藝-館藏歷代陶瓷展 

參觀館內常設展:廣東自然資源展示區第一至第七

單元，觀看資深解說志工教學與觀眾互動模式 

 

第二天: 

上午與館員訪談，蒐集、拍攝及統整資料， 

坐高鐵夜車至湖南郴州 

宿廣州 

 

 

 

 

宿湖南 

5/18(五) 

 

 

5/19(六) 

湖南國際礦物 

博覽會 

 

 

觀摩現場拍賣狀況，針對重點科普活動攤位進行 

訪談並實際體驗科普教育活動。 

 

乘高鐵午班車至上海 

宿湖南 

 

 

宿上海 

5/20(日) 

 

 

 

上海玻璃博物館 上午拜訪館內科教人員並參觀館內常設展及特展

現場。 

 

下午參訪兒童玻璃館，觀看熱玻璃表演，體驗相關

科普教育活動。 

宿上海 

5/21(一) 

 

上海海洋水族館 

 

探索各大海洋生態系並與海洋生物互動， 

如:摸鯊活動或企鵝餵食秀。 

宿上海 

5/22 (二) 上海玻璃博物館 觀摩 DIY創意工坊手作課程，並與館員訪談。 

因提早結束行程，下午自行前往上海科技館。 

宿上海 

5/24 (四)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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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 

  依據此次參訪的館所將分成四大地點，將所見聞撰寫成心得，也會比較兩館的異同: 

(一) 廣東省博物館 

    適逢館所正在培訓各地欲報考的解說員，

安排了金星級解說志工進行常設展的教育訓

練，因此有幸於館員的引薦，就和學員一併

學習。 

廣東省博物館經半世紀的積累，陶瓷器

的收藏數量多、質量好，且藏品中涵蓋全國

各大窯口的產品，各種裝飾工藝、器形也較豐富，歷代的器物連結不間斷。參訪完此

展廳，深深敬佩此館文物的豐富及完整度，解說時間也長達兩個半小時。水、土、火

的碰撞，產生了絢麗的陶瓷文化。陶器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而瓷器是中華民族

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中國因此而擁有了“瓷之國度”的美稱。本展覽以中國陶瓷

發展歷程為線索，從館藏精選出近三百件文物，展示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清代，中國陶

瓷從產生、發展、到興盛的歷史。解說志工在講解過程中也是以時代為主要的動線，

從古至今逐一說明陶與瓷的進展，隨著原料的不同，陶器是以黏土為主; 然而瓷器是

以瓷土並添加高嶺土，搭配燒製技術改良，因此瓷器精緻度、抗水滲透率遠遠超過了

陶器，瓷器的製作工序也更加繁複。從古至今，陶演變到瓷，不外乎是一大工藝的進

步，中國民族的驕傲。第一單元“初見窯火—陶器的起源”，展示了從新石器時代到

南北朝時期的陶瓷器，當時的陶器質地疏鬆，常有一些簡單的動物圖紋繪製於瓷器表

面，花紋呈現較為粗糙原始的風貌。第二單元“瓷國崛起—陶瓷的發展期”，展示隋

唐至宋金的歷史時期，中國陶瓷迅猛發展，全國各主要著名窯口，如定窯、官窯、景

德鎮窯等的器物，多元豐富，令人目不暇接。第三單元“各領風騷—陶瓷的鼎盛期”，

反映了元、明、清時期中國古陶瓷發展的鼎盛時期的面貌。除了展示全國各重要窯口

如龍泉窯、德化窯、宜興紫砂壺的器物外，著重展示景德鎮窯瓷器的輝煌—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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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裡紅等等各領風騷，官窯與民窯製品爭相輝映，

也表示瓷器不再只是宮廷高貴之人的珍品，已普及

到民間廣為流傳。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康

熙的十二只五彩花杯，其設計結合詩、書、畫三功

能，"畫”是指配合節氣選用當令的十二種花繪製

於其杯面上，後方的題字為當時名家之手筆便是”詩”，而杯底則有康熙批文時的印

鑑，因此兼具”書”的功能，相當精緻。第四單元“南國明珠—廣東陶瓷的發展歷程”，

介紹廣東現在的陶瓷是由景德鎮採購上好的素白瓷胎，運回廣州再進行彩繪及販售，

目前本地的瓷器已結合西方藝術的圖案大量外銷。這些瓷器在清代嘉慶以後大量使用

金彩繪製，成為普羅大眾廣為喜愛的色彩。透過此展覽，充分認知到中國陶瓷史在文

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演變，習得的知識內容與本館即將開展的”古代人的故事”展廳相

關，解說上相當有助益。就解說方式和風格作分析，解說志工可以將展品鉅細靡遺的

講解，還能不時的引經據典，內容豐富但不提供太多的發問。解說時間相當長，因此

風格算填壓式教學。 

        下午參訪廣東的自然資源區，內含七大主題: 一、《我們的家園—地質地貌

單元》，利用大型且逼真的模擬造景及高清的背景圖片，展示七座國家地質公園的樣

貌，如最具代表性的丹霞、海蝕、熔岩等等特殊

地形。二、《礦產資源單元》則是透過標本、圖片

及模型等多元的形式介紹廣東礦產以及相關應用，

因廣東省本身條件優渥，油頁岩產量位居第二，

可開採後提煉供作發電，而在現今石油愈來愈短

缺的狀況下，附近的南海海域尚有可燃冰，可燃冰是甲烷和水在海底裡高壓低溫下形

成的固態結晶物質，可直接點燃，更是目前較為新穎且相對乾淨的發電來源。解說志

工在解說時也穿插趣味問答，我們日常用於書寫的鉛筆，其製作原料並不含鉛，大多

是石墨，一般人常因名字而混淆，不清楚其成份來源，礦產資源的應用是與人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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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關。三、《石之精靈—寶石館》以玉石原礦、

琢型寶石、人工寶石來強調三者之間的差異，同時

介紹玉石從生產、加工到貿易各環節扮演的地位及

角色，其中琢型寶石之所以可以看到光亮的帶狀條

紋，也可稱謂貓眼或星彩效應，多半是因為礦物形

成中內含有絲或針狀的其餘礦物，如:金紅石、針鐵礦等等，其內含物在生成時有一

定的排列方向，再沿著適當的方向切磨才能產生如此奪目的效應。陽春孔雀石是此區

的鎮館之寶，天然的孔雀石經切磨後，內部剖面可見同心圓花紋，與孔雀尾羽上的紋

路類似，是此種礦物的一種相當迷人的特徵，又因廣東當地產量最為豐富，質優且艷

綠，清代便大量發現並開採來並廣為使用。四、《嶺南本草—中草藥單元》通過百餘

件臘葉及塑化兩不同類型的標本，呈現道地民間藥材，展廳牆面以直立式的展櫃設計，

擺放天然風乾的蠟葉標本為主，真實度高;而塑化標本的製作方式是填充其他人工材

質的進入植物內部，展示數量較少，但較不易風化損壞。先初步了解何首烏、穿心蓮

等等的“南藥”的特性及功效後，再結合百草堂的醫事場景來品味中醫文化，中藥的

蒐集自古以來一直很多，也被廣泛使用，但往往存在著不夠科學的疑慮，現在也致力

於在科學檢驗的現代化發展，解說上的內容也較為保守，例如其中一味藥材:魚腥草，

便曾有食用過多而致死的案例。五、《陸生野生動物單元》則表現橫跨熱帶及亞熱帶

的自然條件下，廣東的野生動物資源，分為山地森林、田間草地和濕地三大生態景觀，

配合標本與相應的環境作展示，此區類似本館芸芸眾生，展廳入口處以生物分類支系

圖為開端，是很好的設計，講解上一目了然可以讓觀眾建構良好的初步概念。山地森

林系裡，很明顯可見頸部有白色 V字條紋的黑熊，和台灣黑熊型態相似，分外親切，

但其實在生物的分類上都是亞洲黑熊，並不特殊。濕地生態系景觀多是鳥類 

標本為主，其中中國南部各省數量較多且被列為廣東省鳥的白鷴，為二級保育動物。

但此景觀若要說明生態系內的食物鏈的循環方式會較難發揮，因生物的物種不夠多元，

也沒有生物層級之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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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洋館》選取幾種大型海洋哺乳動物、多種硬骨和軟骨魚類、海洋爬行動物在

懸掛於牆面上，配合深淺藍的光影，營造出深邃的海洋環境，視覺效果好 

，但當日因此主題展示單元更新維護中並無細細探究。七、《古生物館》以生物演化

為線索，選擇各地質時期具代表性的化石和

恐龍的大型骨架為載體，搭配復原圖來詳述

地球生物從無到有，從海洋到陸地的發展歷

程。提供古生物發生、演變和消亡的知識平

台。古生物化石中，尺寸最大件、最吸睛的

是海百合，海百合非植物，是和海星、海膽

一樣的棘皮動物，始見於奧陶紀，具多條腕

足，身體呈花狀，表面有石灰質的殼，本館的展示並沒有這樣的物件供教學使用。哺

乳類的化石則有披毛犀、三指馬、鏟齒象等等。恐龍的標本相當多樣，種類上和館內

差距不大，倒是以漫畫窗格呈現的恐龍滅亡 16

學說較為生動，現在科學界普遍認為還是以隕石

撞擊說可信度較高，因已找到明顯的隕石坑證據，

其他如火山爆發學說，因火山灰內含硫化物可以

造成酸雨腐蝕恐龍而爆發出地表的熔岩流可以

瓦解恐龍，都可能導致大量的恐龍死亡，其他如

食物中毒學說、傳染病肆虐學說等等也都有可能是恐龍滅亡的原因，這些學說在解說

志工的解釋及彼此探討下也十分耐人尋味，得到許多啟發。 



11 
 

    第二天

與館員訪談時，

提問至館內解說

人力的狀況，相

較於本館，廣東

省博物館正職的

解說員較少而大多採用志工，志工培訓是館內工作一大業務，需經過層層審核，通過後進館服

務後也有等級評比。而廣東博物館配合特展也會辦理相關的科普演講，總的來說，一天半的行

程多為靜態，直至快離開時才看到入口大廳推出各種”行動百寶車”的裝置，更有許多民眾在”

打氣功”，透過科技設置大型的感應展示牆，觀眾在空中比劃、做做動作，便可 360度旋轉的

螢幕內的文物，如:青花瓷，觀看其花紋以及在文化上的寓意，還有在杯底的印鑑，便可得知

是出自於哪位名家之手。 

 

(二) 湖南國際礦物博覽會 

    本屆礦博會的一大看點，就是將在國內展示全球保存最完整恐龍化石。此恐龍木乃伊

化石發掘於美國的蒙大拿州，保持了 70%的完整性。估測是生活在白堊紀晚期的巨原櫛龍，本

具恐龍最難得之處，在於它”保存”著恐龍的皮膚，為了讓恐龍化石安全到達郴州，運用了

11個木箱分裝，從臺灣空運過去。此具恐龍由石尚承包運輸及架設工作，攤位設置在南入口，

許多人也爭相觀賞，而為何此恐龍被稱為木乃伊呢?牠的死因又為何?巨原櫛龍是植食性的恐龍，

身體接近尾部的地方發現一顆奔龍的牙齒，因此推測牠生前遭受攻擊，在打鬥過程中可能誤踩

入沼澤，無力掙脫之下便沉沒在沼澤內。另外，巨原櫛龍死後迅速被淤泥掩埋，沼澤中富含的

沉積物在巨原櫛龍屍體分解的過程中釋放了醛，並滲透進其遺骸，才使巨原櫛龍逐漸木乃伊化。

相當可惜的是，此標本僅供展示，媒體文宣不夠，大多民眾只能觀賞卻不能理解其背後的故事。 

 類似於本館自然學友之家年度的科學攝影活動，礦博會也推出類似的活動，徵選後的照片

透過審委評鑑核可後予以展出，今年榮獲第一的是一顆紫色的螢石，又由於當天是會期第一天，

開幕儀式聚集大量記者前來拍攝，盛況空前。隨後便趕往相關科普攤位，湖南省當地的攤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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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許多靜態的展板，主要內容為湖南省的地質條件、

礦產資源及山水景色，比較值得關注的是

IP-island(中國博物館文化推動單位)，此廠商致力

於文化推動已行之有年，主要是承包中國南部各省的

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展區設計，也開發各式展覽的文創

產品，現場設置了迷失的星球、火星探險車，此火星探測車便是結合 VR科技，讓觀眾可以在

虛擬實境裡登入火星表面進

行探測，甚至可以開賽車!上、

下午各辦理一場次的活動則

有礦物畫作及淘金體驗，淘

金體驗活動講師先就地質的

角度解釋泥沙形成的原因及

過程，實地擺設泥沙山，混合水讓學員去挖掘，打撈到亮晶晶的金沙時，學員們都相當興奮。 

 

(三) 上海玻璃博物館 

    一進到上海玻璃博物館的常設展入口，便可見玻璃的原子結構模型，水晶和玻璃明確

的劃分在於玻璃是人工製造的，而一般俗稱的水晶玻璃依國際標準，則是玻璃在製程中加入

24%的氧化鉛，製作出來的水晶玻璃物化特性好，折射及透光率都好，效果晶亮。由於現場大

多的展板的背景是透明的，而上面的字體是白色的，有時候難以辨認說明，雖然藝術美感佳但

閱讀不易，相當需要仰賴解說員的解釋。 

    在玻璃的歷史沿革單元，以中西對照的方式去展現，中國部分的展件相當多元，宋元

時代的髮簪、明清時代的鼻煙壺都相當精巧別緻，西方的展

件則更為豐富了，展櫃大致以國家為區分，衍生出不同風格，

繁多不勝枚舉。 

    許多展覽都會建置的翻翻版牆，此館同樣有類似的

設計，讓親子觀眾都可以翻閱，解開玻璃背後隱藏的科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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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問題大多與玻璃的應用有關，其中一項展示科學性十足，兩片玻璃板為對照組，其中一片

有自我清潔的功能，其玻璃表面鍍制一層光催化劑的薄膜，薄膜在太陽光或紫外線的作用下可

分解沉積在玻璃上的污物，在雨、水的沖刷下得以將髒污清除。現代很多高樓大廈都採用自潔

玻璃，可以有效地減少人工清潔，節省成本。 

       二樓入口的展品《折》，使已經關展的展品再次活

化，原名《天使在等待》，為何美麗的蝴蝶折翼了?原來是

被參觀的兒童毀壞後才改名，展品側牆播放兒童失手的監視

器影片，正好可以喚醒博物館教育功能，觀眾進博物館要懂

得禮節及規矩。 

    下午兒童玻璃博物館的部分，整體而言，展館二樓

裡每一項展品設計都與玻璃相關，一個展品對應一個英文字母，例如:K，便對應到萬花筒

(kaleidoscope)，小朋友觀察萬花筒裡的繽紛影像後，可以思考這些效果都是由玻璃製作的多

片透鏡反射形成的，因此，透過尋寶地圖提供的線索配合現場的物件找答案，蒐集 26個字母

後可以領取小獎勵，採學員自由探索的方式，適逢假日，親子觀眾玩得相當開心。既然有如此

好的設備和素材，與館員討論後，不妨透過解說員引導，設計成闖關遊戲，一定能更為生動。

爾後的熱玻璃表演也相當精采，由一位主持人簡單開場，再由一位師傅帶領兩位學徒演示，第

一幕是夢如花，師傅將熱熔融的玻璃，先放入熔爐塑型成基底的圓球，再以手使勁拋甩及晃動，

妙手便生花了; 

第二幕則是夢如

雨，玻璃急速冷卻

後並經重力敲擊

後從天而降，碎裂

成如細雨般的玻

璃絲，而最後一幕

的慶典，聲光效果俱佳，甚是令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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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一樓的天才兒童夢想家展區單元將孩子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和創造力發揮並實踐，上海

玻璃博物館 2015年起，啟動天才玻璃夢想家項目，將孩子的想法化為現實。透過徵選來自全

國各地 6-12歲小夢想家們圍繞三個不同繪畫主題的作品。經審核後，每年精選出 20件圖稿作

品，再進一步送至以美國塔科馬玻璃博物館熱玻璃工作團隊打造出的立體成品。此外，得獎作

品會走出博物館，定期帶到其他博物館、青少年活動中心等等公教機構巡迴，讓更多人知道玻

璃的奇妙的魅力。 

     玻璃實驗室活動一

個月舉行兩次，於週六進行，

主要是由上海復旦大學化學

系的志願者操作，每一期推

出的主題不同，五月份的主

題是高分子聚合物。DIY手藝

工作坊也開放相當多類型的

課程，如:噴沙、雕塑、拼貼等等課程都需額外付費，現場老師都會以小班預約制，一個個學

員帶著教學。 

(四) 上海海洋水族館 

    此館同樣具備特展及常設展，在水族江湖-武俠

排行榜特展中，各式海洋動物包裝成武林大會中身懷絕技

的高手，和前年的異能者特展的設計手法類似，色彩斑斕

的獅子魚細細的鰭藏有神經毒，海蘋果外型紅潤圓滾相當

討喜，但當受到威脅時，會釋出毒氣，需在水族箱裡單獨

飼育，避免危害其他物種;而珍珠河魟的習性屬於主動攻

擊型，在館員的說明下可以快速地得知這些水生動物的”秘密武器”，但此特展並無安排定時

導覽的解說員，相當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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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進入常設

展區，首先是 SOS拯救

鯊魚展，解說員先介紹

鯊魚的生活史及棲息環

境，而因為人類食用魚

翅，導致鯊魚數量減少

是一大因素。魚漿製品也多有以鯊魚為原料，比如說鯊魚黑輪。鯊魚是一個生態系統的必要組

成部分，而人類活動可能導致它們滅絕。適逢上海科技節，館員也會配合活動攜帶一些小鯊魚，

搭配一些玩偶道具，出差到其他館所作餐桌料理的講解演示，其實工廠人為排放的汙染流入海

洋，都可以透過生物累積作用，將金屬毒素積攢進魚內，人類吃下肚未必是好事。觸摸鯊魚體

驗是在夜宿活動中才會開放，基於安全考量，觸摸的鯊魚選用幼體。中國區展廳單元最值得一

提的是揚子鱷，一整池活生生的揚子鱷正在進行餵食秀，卻不血腥可怕，一般人們對於鱷魚的

印象是凶猛，而揚子鱷生性膽小，吃蛤或小型龜鱉類。而揚子鱷是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已

列爲極危瀕臨滅絕。野生揚子鱷的數量不足 200條，其威脅主要來自棲息地的破壞，上海海洋

水族館飼育工作做得相當成功。其他如南美洲的肺魚及電鰻是相當難得的物種，極地的國王企

鵝可愛迷人，也不時穿插一些釣魚的互動裝置及賣店。 

  吸引民眾流連忘返還

有優美的水母展示牆，絕大部

分的水母是透明的，而肉食性

的太平洋海蕁麻水母是金黃

色的，觸手多達 24支，通常

會吞食幼蟲、浮游生物，甚至

其他水母，其刺絲胞的毒性還不會使人致死。彩色水母則在澳大利亞東海岸較為常見，其繽紛

的色彩是和藻類共生的結果，這些藻類因水域不同而顏色不同，通過光合作用將陽光轉化為能

量為彩色水母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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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館員訪談後，上海水族館生物物種相較於屏東的海生館來得多，推廣活動也多元，之

後環境教育的課程若要前進大陸，此館所也是值得考慮的好夥伴。 

 

五、建議及後續工作事項 

 (一) 透過此次參訪，矽裡乾坤特展的活動已完成規畫並持續進行後續推動事項，預計於  

      8-12月實施相關文化體驗活動。 

 (二) 此次參訪行程習得的知識內容將會更新至教案內，也會於 9月份科教補給站於同仁 

          分享。 

     (三) 除湖南礦博會無接應人員外，已向各館所的承辦人員提出邀請，盼能蒞臨下半年度 

     的科普論壇作進一步的館際交流或經驗分享。下年度若有類似的機會，應儘早申請 

     ，使行程完整度更為臻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