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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AP 會議乃由國際天文聯合會（IAU）旗下之天文推廣委員會所組織舉辦的，

該組織有遍佈在全球 98 個國家之 10,000 多名專業天文學家以及天文推廣教育成

員，其共同使命是在各方面通過國際合作促進天文學教育和保護天文學自然景

觀，建立網絡來支持和傳播信息給業餘天文學界和公眾，最終使一般大眾更容

易獲取有關我們宇宙的訊息。而這會議的工作重點是與公眾交流進行組織，並

由專業的天文學家和專業的大眾傳播專家做結合，提出各項最新理論及活動規

劃，並每兩年舉辦一次，算是天文科普、傳播、教育方面的最重要會議。 

 

    這次會議的承辦單位為日本國家天文台（NAOJ）也是世界領先的天文學研

究機構，並與科學和天文學有著歷史淵源的福岡市聯手，藉由福岡科學館新落

成之際，將國際天文學界和教育界邀請到日本，直接體驗最新日本和亞洲天文

學交流的進展。自 2003 年以來，CAP 會議促進了各項新想法和做法的交流。會

議有助於加強各地的專業人士，將他們連接到全球網絡框架下，來互相合作。

CAP 2018 將是與日本，亞洲和全球天文交流領域的新專業人士面對面會面的絕

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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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目的 

我把參加這次會議的目的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個人的再教育及對外聯繫、另

一個是實際天文教育推廣的技能和議題。 

    本人是天文物理博士專業也在研究單位有過博士後經歷，但博物館的環境

和需求畢竟和自己的所學有所不同，固然本館也有科技館的特性，自身的專業

背景也可以幫助該類業務，但推廣教育的部份的經驗，還是需要磨練。這個會

議的主要成員有不少都是我這類學習途徑的前輩，本身受專業物理的訓練但要

把自己所學和推廣教育做結合，這對我是一個可以面對面請益的大好機會，也

能從中建立一些聯繫，對將來的館際合作有所幫助。 

   實際這次會議的涵蓋內容很廣，畢竟是每兩至三年舉辦的最大天文推廣會

議，但我個人會把重心放在幾個方向，這些分別和本人的業務有關，有些和最

近館內成立的科普傳播中心也有關聯，這些議題分別為: 

 

天文傳播面臨的挑戰 

    大家都知道要傳播科學知識，但現今的挑戰也有所不同，例如公眾人物的

意見，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主流媒體的

政治偏見，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道，也連帶影響媒體傳播科學的信

度。而如何和政策制定者對話;以及如何在有限的預算中獲得媒體的牽引力，以

及科學議題的討論與政治力都是以館方的高度要漸漸面臨的挑戰。而怎樣的事

前準備使得新聞發布成功以及媒體採訪和媒體會議的必要性，了解媒體需求和

興趣並選擇正確的媒體組合。當然還有認識及處理媒體的黑暗面，如何避免只

是聳人聽聞，快速但缺乏科學素養素材來提供等等，都是此次會議的重點議

題。  

 

實踐公眾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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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當然是博物館展覽教育的本體，如何舉辦非常規外展，並如何使用適

當娛樂來交流科學也不破壞其中的科學元素。如何與課堂外的學生和教師進行交

流，在沒有考試當動力下來推廣，或是結合課綱使參觀的學生有原動力學習。如

何結合科學與非科學元素(例如音樂、藝術)來使推廣效果更佳。推廣教育對象的

多樣性，也是本人關注的重點，如何與不同年齡段的孩子，青少年，老人和不同

的社會群體，尤其是代表性不足的群體進行接觸更是重要。目前台灣少子化，科

教的重心也更需要彈性，代表性不足的群體例如肢體障礙、學習障礙的個體，如

何去推動活動，更是可以展現出一個國家級博物館的高度，也和目前活動小組規

劃的特教學校到校服務很有相關性。而如何使用新興媒體技術，天文通信中的數

據可視化(Visualization)，以及亞太地區和國際社群的聯絡，當然也是本次會議的

重點。 

 

 

 

 

 

 

 

 

 

 

 

 

 

 

 

 

 

 

 

 

會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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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覺的宇宙 

 

天文學傳統上被認為是一種視覺科學，這意味著有視力障礙的人很容易被排除在

各項天文活動之外。會議所舉辦的第一天的論壇，正在分享各天文機構和教育團

體如何努力改變這一窘境，並通過所謂的觸覺宇宙讓天文物理學研究成為視覺受

損社群也能接觸的知識。觸覺宇宙也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公眾參與計畫，目標是正

創造無障礙活動和資源，使視力受損社區的成員能夠參與天體物理學和宇宙學方

面的當前研究課題。該項目目前的重點是創建 3D 列印版本的星系單波段圖像。

這些可以用來解釋與星系研究有關的各種概念，如形態學和恆星種群。雖然還有

其他一些項目用於解釋視力受損觀眾的普通天文學主題，但我們相信觸覺宇宙是

第一個積極參與當前研究的項目。 在本次研討會中，各個參與者親身體驗 3D 打

印的星系和我們創造的其他教學資源。並由專家解釋我們迄今為止在不同的課堂

和公共環境中要如何使用它們，並分享迄今通過該項目了解到的經驗教訓。 

 

 

受威脅的科學傳播-在這資訊爆炸但也充斥似是而非消息的時代 

 

許多迫切性全球性的挑戰都只能通過科學技術來解決。然而在大多數已開發國

家中的公共科學素養調查顯示出，普通大眾的科學知識差距很大。有時對科學

家幾乎一致同意的話題保持著不確定的態度或不同意。就連 PISA 系列調查顯示

世界各地 15 歲兒童的科學知識存在很大差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查也顯

示全球成年人也具有類似差異。以美國來與其他開發中組織國家相比，美國公

眾在基礎物理和化學方面的知識水平較高，但對人為氣候變化、宇宙大霹靂起

源以及來自早期物種的人類進化的相信程度較低。這部分演講和討論的前提

是，天文學因具有視覺吸引力和許多發現有新聞價值而能成為提高公眾意識和

科學讀寫能力的絕佳工具。 

因為之前所述的困境，一個新的學術領域也就此誕生，如何有效率地做科學傳

播。這部分的學論試圖說明了為什麼很多嘗試與公眾溝通的都沒有取得成功，

甚至取得反效果。會議中有提到，大多數人在網上獲得他們的信息，而網路上

也充斥著錯誤信息，虛假事實和陰謀論。還有部分問題是科學傳播的模式失

敗。非受專業科學訓練的一般民眾常常對於科學特定主題的評價是感到不知情

的或是困惑的。因此，科學家的作用是通過提供事實和數據來解決問題，並儘

可能向公眾解釋這些話題。討論也特別提到，美國是獨一無二的科技進步國

家，公眾在氣候變化和進化等問題上的文化，政治和宗教兩極分化。與會者社

會科學研究人員丹·卡漢（Dan Kahan）：“人類社會從未如此了解減輕他們所面

臨的危險，但對他們共同知道的事情卻一無所知。”在所謂的文化認知論斷

中，當科學事實變得相關時與具有相反價值觀念，社會規範或政治信仰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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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一起，個人選擇性地評估反映其群體身份的模式中的證據。傳統的科學傳

播模式失敗。所需要的是傳播模式，它可以將知識的獲取與文化群體中的個人

身份分開。本演講將探討如何以智慧的溝通策略解決對科學的不信任問題，並

以天文學為例。 

 

受訪的技巧 

 

來自 NOVA 的同事共同舉辦這個研討會。過去的幾個月，他們前往荷蘭的大學

並訓練天文學家如何傳遞科學訊息。現在，他們將與國際天文學界的社區分享他

們的經驗。這邊的議程乃是訓練你面對大眾媒體，假使你是一位研究人員或發言

人，並面對一次關於天文學最新發現的簡短電台採訪。你如何準備？同時，如何

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知識傳播者，你怎樣才能傳達你的信息？在研討會的媒體採

訪中，我們通過實踐培訓學習如何從最初的愚蠢有所進步，靠這些或多或少的排

練。學習如何使用即興劇場和講故事的技巧，以及如何將幾乎所有問題都轉化為

有利於表達方式。在研討會期間，我們也做實地練習。最後的目標是希望大家會

很高興接受采訪，且永遠不會再害怕'錯誤的問題'。  

 

筆者有幸成為高中科學海報活動的評審 

 

 

 

結合科學與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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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智利政府資助了國家旅遊戰略的制定。在這個項目的第

一階段，進行了三項調查：  

1.智利天文學研究活動的需求調查 

 2.對智利天文統計活動的情況調查（天文人口普查），其主要發現之一是“為了

和全球競爭，需要大幅提升遊客體驗式旅遊的品質”。  

3.關於天文、太空活動旅行體驗設計的調查。這次調查包括訪問夏威夷，加利福

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加那利群島，加泰羅尼亞和英國的一些最重要的天文台，

遊客中心和博物館。其主要目的是確定最佳做法，以幫助改善智利的科學旅行行

程。 在完成這些評估之後，負責該項目的團隊開發了一份“設計指南”以提高

現有體驗或開發新型經歷行程為重點，讓觀眾體驗天空（用肉眼，雙筒望遠鏡和

/或不同尺寸和質量的望遠鏡）為核心的體驗式旅遊。大家在研討會中假裝會將與

參加者一起工作，給我們 10 分鐘的經驗設計基本知識介紹（主要元素，劇本，

戲劇性曲線等），然後分組進行工作(每組 5 個人），都將通過專門為上述指南所

開發的方法，一步一步考慮步驟，設計出符合下列重點的科學活動：  

1.了解你的觀眾  

2.了解你的自然和文化環境  

3.了解你的競爭對手  

4.定義你的（改進的）經驗的基礎 - 受眾群體 - 目標和目標 - 腳本 - 敘事 5.為

每個情節定義動作和角色 - 自由水平 - 令人驚訝的里程碑 - 行動 - 持續時間 

- 角色 - 內容 - 廣場 

6.定義空間，故事和其他元素  

 

 

假想會議讓大家參與世界科學旅遊訂定 

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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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在福岡舉行的會議，是本人第一次以這種角度看待天文學，之前是以天文研

究的背景來參與活動，現在是以如何將自己的專業背景推廣於社會大眾，這也是

目前身為博物館員一件重要的責任。當然和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專家齊聚一堂從中

互相分享經驗學習，當然是會議的主要核心，也藉由此機會彼此可以在未來的工

作共同合作。當然回到會議的內容洋洋灑灑，質量和數量兼具，但對於本人的業

務推展有兩方面受益良多。首先科學教育組的到校服務，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加入

特殊教育的推廣活動，這剛好跟這次大會的議程其中一項重點是若合符節的，遇

到視力受損的觀眾該怎麼推廣(之前觸覺的宇宙有提到)，自閉症兒童能否接受像

太空劇場的黑暗空間，這些等等都是我們博物館的業務推展馬上就會遇到的課題。

而會議中的有些專家分享的教學和演示道具，已在我們小組開始做研發，預計在

今年底就會放在我們的演示即動手做的節目中。 

 

另一個討論主題和本館業務有關的就是，科學旅遊的規劃。本館從以前就舉辦過

許多台灣本島、離島以及海峽兩岸的科學活動，也備受歡迎。而去年暑假更舉辦

了美國西岸 14 日的天地之旅深度學遊，也掀起一時話題風潮，在此基礎之上今

年也舉辦了夏威夷的深度學遊之旅。雖然看似本館是辦此類科學旅遊活動的行家，

但把尺度拿到世界級的旅遊活動規劃，本館和許多國家(日本、智利、歐美等)比

起來，經驗尚淺要借鏡的地方很多。從會議中會發現，有些國家已經發現科學旅

遊不只具有極大的市場，更是做科學推廣很有力的載具，並且科學推廣旅遊除了

科學單位之外，更要連結媒體、旅遊當地、國家公園、商家、航空公司等等，向

日本還試圖結合 2020 東京奧運，以國家層級來規劃推行。當然國家政策的制定

不是我們博物館的層級能夠決定的，但在會議中所學習到的如何做異業結合、宣

傳，如何對科學素材和旅遊素材做結合，都是我們館未來的活動規畫時可以學習

的。 

 

全世界的天文推廣工作者齊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