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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兒童未來館籌備處 113 年度法國荷蘭博物館所考察計畫，考察期間為 113 年 8 月

22 日至 31 日，主要目的為拜會科學與工業城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及龐畢度

中 心 - 兒 童 藝 廊  Centre Pompidou Galerie des enfants ， 訪 查 荷 蘭 兒 童 圖 書 博 物 館

Kinderboekenmuseum 及 NEMO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NEMO等具指標性場館，借鏡各

館在深厚人文基礎上，如何透過科技及策展手法將展示主題置入更有趣的互動，可供

本館後續展示規劃設置之參考，並透過交流探尋未來館際合作契機。本報告之具體建

議如下： 

（一） 建議以議題式、跨領域及跨學科的方式策展，並以藝術為媒介，將所欲傳達的內容

轉化為貼近兒童生活經驗、且具普世性、兒童感興趣內容／故事 

（二） 展示規劃須有整體性與架構性的思考，並透過建築空間配置打造具有多層次以及由

具象至抽象的議題配置，讓來館者有系統性的體驗 

（三） 建議本館未來的建築、展示、活動企劃應融入兒童「共創」及「參與」的概念 

（四） 建議本處應盡快加入國際博物館組織，參加相關研討會，掌握國際兒童／博物館教

育發展趨勢，加入國際交流平台 

（五） 建議本館戶外遊戲場設計優先考慮以自然為主題的遊戲設施，以兒童遊戲及教育為

核心，同時兼顧社交與休息之需求 

（六） 建議本館說故事空間引入充足的自然光，創造明亮、安全、活潑的閱讀環境 

（七） 建議本館應設置完善的公共服務及停車空間，以利滿足遊客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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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緣由目的 

為打造首座國家級專屬兒童的館所，行政院 2021 年 8 月核定「國家兒童未來館興建計

畫」（以下稱本計畫），以提供兒童多元發展、創新學習體驗、親子互動、友善平權、

參與共創的場域為目標，同時培養孩童面對未來的素養，成為改變社會的驅動力。

2022 年 4 月為推動本計畫，成立國家兒童未來館籌備處（以下稱本處）。  

「國家兒童未來館」（下稱本館）係參考國際間「兒童博物館」類型之博物館所，根

據美國兒童博物館協會（ACM, 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Museums）在 2019 年的年會

（InterActivity 2019: FearLESS）定義：「兒童博物館是非營利的教育、文化機構，致

力於滿足孩子們的好奇心及需求，透過豐富的展覽和課程，讓孩子們在探索中學習，

培養創造力。」，與傳統博物館以物件（典藏）為核心衍生的各種蒐藏、研究與展示

之理念不同，「兒童博物館」係以觀眾為中心而成立的博物館。這種以觀眾為出發點

的理念，有別於傳統博物館，因此，如何打造一個以「兒童」為核心，並觸發兒童學

習興趣的館所，成為本計畫的重要議題。 為促使本計畫推動、發展的過程趨於周延，

透過訪查、拜會世界指標場館，學習並借鏡各該館所對於兒童相關空間規劃、展示內

容、展示手法等，俾供本計畫規劃設計參考，同時建構國際館際交流平台。 

國際兒童博物館發展，概略可分為美洲及歐洲兩大體系。美洲以美國為主，於 1962 年

成立 Association of Children’s Museums（美國兒童博物館協會），歐洲則有成立於 1998

年的 Hands 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ldren in Museums（動手做！國際兒童友

善博物館協會）。爰此，本（113） 年度規劃 2 項出國計畫，分別為「北美中西部兒童

博物館考察計畫」及「法國、荷蘭博物館所考察計畫」，前者已於 7 月間辦理完成，

而本次考察著重調查、探討美國及歐洲對於「兒童相關博物館觀點、展示內容、展示

手法」之異同，考察重點兒童館所及目的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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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與工業城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1： 

拜會歐洲最大的自然科學博物館所設置的兒童館，該館以「分齡分區展示規

劃」為特色，分為 2-7 歲及 5-12 歲兩大空間，館內大幅減少文字說明內容，

以實際操作動手做取代，並依年齡設定不同內容。2-7 歲的設計，注重幫助兒

童身心的發展，肯定能力，加強自信，使幼兒未來建立理性思考能力後，學

習更加順利；5-12 歲的內容，則提供幫助他們認識世界和他人的活動，並帶

領他們科學和技術的初步啟蒙。 

（二）龐畢度中心 兒童藝廊 Centre Pompidou Galerie des enfants (Kids Gallery)： 

考察世界知名的現代藝術中心是如何規劃兒童藝廊及美感工作坊，該畫廊設

立定位和目標為「並非啟發兒童對藝術的認識，而是帶領兒童透過藝術啟發

其對世界的認識」。針對 6 個月-2 歲、2-5 歲、6-10 歲，有不同的空間與活動

規劃，亦有專為 13-16歲青少年所規劃的空間。龐畢度中心針對兒童設立的兒

童藝廊，帶孩子欣賞創作者的作品，讓孩子動手做，觸摸並認識創作的材質，

在動手做的過程體認藝術概念，發掘創造力，更認識自己、有自信。 

（三）兒童圖書博物館 Kinderboekenmuseum (Children's Book Museum, The Hague, 

Netherland)： 

兒童圖書博物館設在荷蘭海牙，屬荷蘭文學博物館一部分，其目的是促進文

學和保存文學遺產；鼓勵兒童進行語言創作並享受閱讀和寫作。該博物館讓

兒童了解兒童文學，由館方設計好玩的互動機關，讓知名繪本場景立體化，

打造 0-12 歲兒童的文學世界，享受豐富的啟迪人心的故事。 

 

 

                                                
1 原計畫拜會巴黎科學博物館 Science Expériences，因無法與館方取得聯繫，基於科學與工業城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下稱工業城）同為科學屬性館所，且工業城設有專為兒童規劃之展場－「兒童城」，其展示及內容與本館發展更為

貼切，並享譽世界兒童博物館界，故以拜會科學與工業城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替代巴黎科學博物館 Science 

Expé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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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NEMO 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NEMO： 

荷蘭最受歡迎的博物館，主打動手做及有趣的遊戲體驗，是孩童或是大人都

能在其中遊戲學習的全齡遊戲博物館。該館將社會、人文、生物及科學等多

面向學科結合，以跨領域及學科的方式呈現主題，值得本館未來展示借鏡。 

各館所訪問及討論重點如下： 

（一）關於展示發展：請問貴館的展示主題如何訂定和發想？展覽更新週期以及從

規劃到執行的期程大概多長？ 

（二）關於展示及活動內容：在兒童展示及活動中，些元素是重要或經典的（包括

展示主題、設施、教育活動等）？ 

（三）關於展示的研究與評估：請問展覽的規劃及製作會進行那些相關的研究及評

估？如何進行？如何將觀眾／兒童的意見納入展示之中？ 

（四）關於博物館關係與合作：如何經營博物館關係，或是如何建立專業社群，請

就您的經驗與我們分享？ 

（五）關於目標觀眾的設定：如何設定自己的目標觀眾？面對兒童展示的分齡及混

齡，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二、考察行程 

考察時間為 113 年 8 月 22 日（四）至 31 日（六），實際落地行程為 8 月 23 日（五）

至 30 日（五），計 8 天。 

日期 地點 內容 

8 月 22 日 
前往巴黎 

台北-巴黎 
【通勤】 

8 月 23 日 巴黎 

【科學與工業城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交流訪談對象 

 Fatima Ou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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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cience 2國際專案經理 Senior Project Manager

（2008-2010 擔任 Hands on! International3副執行長） 

 流程 

 14:00-15:30 交流訪問 

 15:30-16:30 館方導覽交流-兒童城(2-7 歲)  

 16:30-17:15 館方導覽交流-特展 DANCE 導覽交流 

 17:15-18:30 館方導覽交流-特展    

     METAMORPHOSES 導覽交流 

【兒童遊戲場考察】 

 拉維萊特公園龍兒童遊戲場 Parc de la Villette-Jardin du 

Dragon 

 風與沙丘兒童遊戲場 Folie des vents et des dunes 

8 月 24 日 巴黎 

【龐畢度中心-兒童藝廊 Centre Pompidou Galerie des enfants】 

 交流訪談對象 

 Selma Toprak-Denis 副主任及文化媒介部門負責

Deputy director and head of the cultural mediation 

department 

 Alice Chamblas 國際顧問部門負責人 Head of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Cyrielle Lourde 國際顧問項目經理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Project Manager 

 流程 

 10:00-12:00 交流訪問 

 13:30-14:15 兒童廳考察 

 14:15-17:15 自由參觀 

【皮諾美術館 Bourse de Commerce - Pinault Collection】 

                                                
2 法國文化部所屬之機構，第一個負責在全球推廣科學和技術文化的歐洲科學中心 
3 動手做！國際兒童友善博物館協會 



5 

 

8 月 25 日 巴黎 

【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考察 停車場、售票大廳、公共服

務區】 

8 月 26 日 
巴黎- 

阿姆斯特丹 

【巴黎光之博物館 L'Atelier des Lumières】 

【通勤】 

8 月 27 日 阿姆斯特丹 
【兒童圖書博物館 Kinderboekenmuseum】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Mauritshuis】 

8 月 28 日 阿姆斯特丹 
【NEMO 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NEMO】 

【梵谷美術館 Van Gogh museum】 

8 月 29 日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中央圖書館 Openbare Bibliotheek Amsterdam】 

【安妮之家 Anne Frank Huis】  

【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8 月 30 日 

返台 

阿姆斯特丹

-台北 【通勤】 

8 月 31 日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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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紀錄及心得 

一、兒童主題相關博物館考察 

(一) 科學與工業城 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法國科學工業城之

兒童城創建於 1992

年 ， 前身 為 1986-

1992 年科學工業城

兒 童 展 區

（Inventorium），位

於科學工業城 1 樓，

總面積為 3,900m2。兒童城依年齡分為兩大展區：2-7 歲和 5-12 歲，目前展示為

2007-2009 年完成的常設展。4 

館內擁有豐富多樣的活動和設施，以「遊戲」為兒童展示設計策略， 讓兒童能

以有趣且具教育意義的方式進行探索，也重視兒童和父母或照顧者間的交流。 

從 2020 年起，工業城陸續舉辦和嬰兒相關的活動，於 2022 年開發了「嬰兒實

驗室（le lab de la Cité des bébés）」，限 0-23 個月的嬰兒，由最多兩名 18 歲以

上的成人帶領進入。其他特色設施為天文館、IMAX 劇院、兒童媒體圖書館。 

當日訪談對象為 Fatima Ouali- Universcience 5  國際專案經理 Senior Project 

Manager，交流訪談後則進行常設展、特展導覽暨交流。 

                                                
4 根據 Universcience 國際專案經理 Fatima Ouali 
5 法國文化部所屬之機構，第一個負責在全球推廣科學和技術文化的歐洲科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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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重點紀錄】 

工業城裡的兒童城常設展分為 2-7 歲和 5-12 歲 2 個展區，皆採預約制，獨立售票，兒

童在沒有成人陪同的情況下不能入內參觀，每段參觀時間為 1.5小時，每個時段最多允

許 400-500 名參觀者進入，每場活動間有 15 分鐘的間隔，以便管理人員清理場地及讓

活動負責人員休息。本次考察與 Fatima 的交流中得知，5-12 歲展區於 2024 年全面更

新，預計 2025年重新開展，2-7歲展區隨後也會在 2025年全面更新，預計 2026年完成

兒童城的全面更新。因應 5-12 歲展區的關閉，閉展期間推出了 2 檔以兒童及家庭為目

標客群的特展 DANCE 及 METAMORPHOSES，因此本次考察重點為「兒童城 2-7 歲」

以及兩檔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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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城 5-12 歲 Cité des enfants 5-12 ans 

超過 1,700 m2作為 2-7 歲展區6，展區從「我」出發，讓兒童從自身開始探索，

認識自己，進而體驗周遭的環境，開啟與世界、他人的觀察與互動。 

展區共分為五個主題空間，每個區域 200 至 300 m2，分別為：我發現自己、我

知道如何做、我在這裡、我實驗、一起來。前 3 個主題側重於兒童的身體、認

知和空間技能的發展，孩子可以測試他們的靈活性和感官，在鏡子裡觀察自己，

傾聽自己的情緒，玩平衡、聲音和字母，探索路徑和迷宮，讓身體動起來。後

2 個主題則側重於認識個體差異，學習向世界和他人敞開心扉。孩子可以從中

觀察、遊戲和實驗各種物理現象，像是水、空氣和光；與其他孩子合作建造房

屋；透過裝置集體參與馬戲團節目。以下簡述 5 個展示主題。 

                                                
6 根據 Universcience 國際專案經理 Fatima Ou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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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示主題一、Je me découvre（我發現自己）：孩子們會意識到他們的身體、

情緒和感官能力。 

A. 我的身體：孩子們可以從各個角度、碎片或整體、從後面或側面、在螢幕

上或 3D 空間中檢查自己。 

B. 我的能力：感覺、嗅覺和聽覺活動，為孩子們提供了一系列發展感官的機

會。在這裡，他們還可以測試自己的靈活性。 

C. 我的情緒：孩子們進入一系列與這些情緒之一相對應的小屋，感受喜悅、

恐懼、憤怒和悲傷等，學習如何識別情緒，使他們能夠識別他人的感受。 

D. 成長：通過測量自己並觀察他們相對於日常物品的大小，兒童會感知道他

們正在成長。通過這種方式，瞭解到他們比一些孩子大，比一些孩子小，

隨著他們的再度來訪，能夠發現身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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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主題二、Je sais faire（我知道如何做）：刺激和豐富他們的認知能力，

兒童透過操作物件、文字和符號，更精確的感知和發展像是分類、預測、

聯想等認知能力。 

A. 滾球機器：藉由預測球的運動軌跡，逐漸建立動作與因果間的聯繫。 

B. 特殊飛船：孩子們圍繞著大型展件－「特殊飛船」進行修理、裝飾、動手

做等，例如齒輪轉動原理、使用工具（螺絲、螺絲刀、扳手）添加或移除

裝飾部件之數位、繪畫和編程裝置，試圖讓飛船的某些構件運轉起來。藉

此激發孩子們的動手能力、創造力，並發展與他人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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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示主題三、Je me repère（我在這裡）：讓兒童學習在空間中找到自己的

方位，發展空間感知能力（包括距離、方向、大小等）及身體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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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探索路線：可以用全身來探索空間，鑽來鑽去、前進、後退、爬行等等，

學習挑戰及克服各種障礙。 

B. 迷宮：在不會讓孩子害怕的迷宮裡，學會定向、尋找標誌並找到出口。 

C. 大型折紙：透過操作簡單的幾何形狀，創造適合的立體空間，並躲在裡面。 

D. 最佳視角：挑戰找到最佳角度，根據變形圖的原理，看到動物的形狀。 

  

  

  

(4) 展示主題四、J'expérimente（我實驗）：讓兒童用熟悉的元素，如水、空

氣和光進行實驗，引導兒童初步了解科學探索的方法。包括三個實驗主題： 

A. 水：透過玩水過程，發現水的各種特性，像是流動，可帶動其他物體等。  

B. 空氣：透過實驗及球的傳送遊戲，感覺到空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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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影子：透過動手操作去感知影子和光線的特質，可以創造出黑色或彩色的

影子，還可以讓影子變大或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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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示主題五、Tous ensemble（一起來）：兒童可以和其他參觀者一起參加

集體活動，通過觀察、模仿來建構自己與團體甚至社會之間的關係，同時

學習與其他孩子交流、合作。 

A. 小寶寶的工地：為 2-3 歲的孩子設計的工地展區，鼓勵孩子們戴上安全帽

和背心，一起合作建造一棟房子，過程中互相模仿、競爭、溝通和組織。  

B. 大孩子的工地：為 4-7 歲的孩子設計的工地展區，孩子們可以把磚塊裝進

小車裡，用起重機把磚塊升起來，組織並建造一棟房子。  

C. 馬戲團：讓孩子們操作馬戲團的各種表演（走鋼絲、平衡木、影子戲等），

共同創作一個有趣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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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照顧者休憩區及輔助說明 

專門設計給照顧者休憩的區域，並設有說明牌，告訴陪伴者，當孩子們在

展覽中遊戲探索時，成人可以扮演的角色包括：觀察者、支持者、合作者，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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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觀察者：此類型不會介入孩童的參訪

或活動當中，但能看到孩童玩耍的情

況，並透過他們的存在，給予安撫或

鼓勵。此態度較適合集體活動，如工

地展區。透過這種觀察行為，成人可

以看到孩童在演戲、做事，或與其他

同儕產生互動。  

B. 支持者：陪伴者採取鼓勵的態度，促

進和支持孩子度過難關，通常會與孩

童保持一定距離，讓其獨立進行活

動，但透過視線可及的陪伴方式，讓

孩童感到放心。  

C. 合作者：此類型多與孩子一起同樂、

合作，他們把自己投入遊戲，同時不

忘自己身為成人的角色。在展示規劃

上，必須有清楚面向成人的說明，鼓勵他們一同參加活動。 

D. 其他：兒童城設施 

兒童城採預約制，每場次為 1.5 小時，每一場次結束後，工作人員會進行

清場並進行場復及清潔，兒童城入口設有驗票門，入內後設有服務台，觀

眾可以在服務台諮詢相關的服務，例如活動時段或是各項展示相關問題等。

展區內設有親子洗手間，裡面有兒童專屬的馬桶及尿布台，兒童城的兒童

廁所區採無隔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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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展： DANCE（舞蹈） 

DANCE 為科學工業城於 2024 年 7 月至 2026 年 3 月推出的特展，目標觀眾為 4

歲以上兒童及家庭，展場面積約 600m2，天花板高度 5m。7展覽邀請兒童和家人

一同踏入一個充滿活力、創意的舞蹈世界，體驗一場歡樂、激昂、充滿創造力

和自發性的旅程。 

展覽以「轉」、「跳」、「走」、「聚合（Come Together） 」4 個基本舞蹈動

作為核心，讓參觀者透過觀察、模仿和嘗試不同舞步，深入了解舞蹈魅力。展

覽透過多元呈現方式，展現舞蹈風格的多樣性，從嘻哈、迪斯可（Disco）、再

到華爾茲（Waltz），並讓觀眾對編舞及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1) 展示-數位互動裝置：「轉」、「跳」、「走」 

除了觀賞舞蹈表演，展覽還提供豐富的互動體驗。原創的數位互動裝置讓

參觀者能親自參與、創作，讓觀眾在展覽中發揮自己的舞蹈天賦，感受舞

蹈的樂趣。 

                                                
7 工業城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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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孩子們可以跟著影片裡的舞者一起動一動，模仿舞者的動作，也

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跳出屬於自己的舞蹈。接著進入一個特殊的空間，

這個空間可以讓他們盡情地旋轉身體，就像一個小型的舞蹈教室，透過聲

音的引導，孩子們可以跟著老師一起學習跳舞。 

「跳」：在 The Big Leap（大躍進）展示中，孩子們可以學習一系列編舞

動作，特別是嘗試跳躍，挑戰地心引力。展覽中有一台機器可以將觀眾跳

躍時的慢動作以影像作連續記錄。 

「走」：Spatial Anamorphosis（空間變形）在封閉空間的地面覆蓋網狀物，

當觀眾在裡面步行，裝置將對每一步伐做出反應，波浪會出現在他們的腳

下。觀眾可以隨著音樂測試不同的走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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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大舞會廳 (Come Together) 

每隔 30 分鐘，現場更會有一場編舞表演，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布蘭勒舞、

19 世紀的華爾茲配手風琴音樂、 1970 年代的迪斯可共三種不同的舞蹈，

邀請觀眾一同加入，感受集體舞動的歡樂。由於現場有館方教育人員帶領，

因此無論觀眾是否具有舞蹈基礎，都能在這個充滿活力的空間中，跟隨引

導跳出屬於自己的舞步，觀眾可以親身體會舞蹈的魅力與樂趣。 

  

(3) 展示-藝術家共創影片 

透過跨越歷史、文化、全球化的蒙太奇影片，讓觀眾領略舞蹈的時空演變

及文化脈絡，同時透過與舞者和編舞家合作設計的舞蹈裝置、數位裝置、

舞蹈套路、一系列混搭影片（摘自節目、舞蹈電影、人類學影像檔和

TikTok 視頻）和大型排舞組成，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受舞蹈的動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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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展：METAMORPHOSES （變形記） 

Metamorphoses 展覽目標觀眾為 6-11 歲的兒童及家庭，利用 400m2 作為展區8。

通過將科學、魔幻及想像力相結合，Metamorphoses 為孩子們提供了一個探索

各種蛻變／變(Metamorphoses)的機會，如蛹變成蝴蝶、鱗莖變成花、玉米變成

爆米花、水變成冰，還是種子變成植物等，孩子們對於這種主題感興趣且著迷。 

展覽通過 5 個獨特場景呈現這些視角，如魔法森林、影子戲、展覽會等場景9 

(1) 展示- la forêt merveilleuse（魔法森林） 

場景為森林，讓觀眾聯想到許多魔幻故事，可以看到森林裡的動物變形

（變態）和植物轉化，像是蛹變成蝴蝶、鱗莖變成花等自然界的蛻變過程，

並設有故事聆聽區，可以在此觀察、比較、聯想、思考、激發想像力等。 

                                                
8 工業城提供資料 
9 展示介紹參考官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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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示- mon beau miroir （魔鏡魔鏡告訴我） 

以魔鏡為主題，自古以來無數神奇的鏡子出現在文學、故事、電影等作品

中。透過展示裝置可以「扮演角色」、「畫畫」、「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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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示- le monde des ombres （陰影的世界） 

觀眾可以透過影子「轉變」成不同以往的樣貌、角色，也暗喻人類情緒、

心情和思想在一天、一週、多年和人生不同階段都會有所不同，透過擺弄

不同姿勢和道具，將影子變成怪物，揭示每個人性格中可能有的黑暗面。 

  

(4) 展示- mille et un regards（一千零一隻眼） 

邀請觀眾換個角度，改變視角。兒童戴上不同的護目鏡探索環境，如扭曲、

轉移、彩色濾鏡，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並意識到並非所有人都以相同

的方式看待事物。 

  

(5) 展示- la fête foraine（遊樂園） 

整個展覽在遊樂園展區結束，這個展區探索各種物質的神奇轉化，包裝進

遊樂園的主題。遊樂園裡包含了藝術家和學者、物理學家和魔術師、化學

家和雜耍師等不同的主題元素，將科學轉化為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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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té des Bébé 實驗室 

於  2019 年  7 月啟

動，「嬰兒實驗室」

(Cité des Bébé Lab)以

「巢穴」的意象和功

能為核心設計概念，

已成為永久展示空

間，促進嬰兒的認知

和心理、運動發展。

展區空間實驗性的為

嬰兒、家庭和相關專業人員提供了交流的機會，從五感體驗中刺激嬰兒的運動

和認知能力，建構對於周遭環境和世界的認識，亦有舉辦適合嬰兒的課程、故

事和戲劇朗誦、手語活動等。實驗室提供關於兒童心理學、教育和幼兒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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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書籍，本著參與式交流實驗室的精神，實驗室定期邀請科學家和專家與成

人交流並回答他們的問題。 

考量到嬰兒的健康與安全，館方有特別留意空間和展品選用的材質和設計，如：

軟材質的地板或牆面、圓弧形的邊角等，同時避免使用媒體類的展品，而是強

調孩童能實際上手操作。值得我們學習的是，空間展示以「永續」為主題，強

調無塑膠及零螢幕，展示空間內的大部分材料素材，都是跟地方社區募集而來，

包括各式軟素材、衣服、領帶、玩具等，整個募集活動加深了工業城與地方的

連結性，讓當地民眾對博物館更有認同感。10 

【交流訪談紀要及心得】 

1. 工業城在展示設計上，強調動靜的結合，因此展區中除了有許多動態性的遊戲展

示內容外，亦提供許多靜態性的展示內容，如「我實驗」展區中的「下雨亭」，

提供一個獨立空間，讓觀眾可以隔絕外界，純粹感受下雨的聲音；又如裡面的蒲

公英裝置，提供兒童較為靜態的觀察活動。館方表示，由於兒童個性是多元的，

考慮到有些孩子喜歡較為靜態的活動，又或是在刺激的遊戲過後需要休息，如何

在展覽中平衡「動態」及「靜態」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 

2. 2-7 歲最受歡迎的展示主題為 Tous ensemble（一起來：工地），其次是水遊戲。

5-12 歲最喜愛的是水遊戲。 

3. 兒童城的展覽都會提供各種活動解說，但同時也設計成不需有人說明，兒童就可

以直觀地理解要如何玩，揭示了展示須具備讓兒童自主、自由遊戲及探索的特性。 

4. 2-7 歲兒童仍然非常自我中心，思維發展仍不成熟，無法客觀理解周圍環境，也

無法處理複雜的學習任務。然而這個時期的孩子處於一個富於自發學習的時期，

因此 2-7 展區的目的不是傳授內容，而是幫助他們發展，鞏固他們的信心，培養

未來學習成功所需要的態度、能力及素養。 

                                                
10 根據 Universcience 國際專案經理 Fatima Ouali 



25 

 

5. 2-7 歲的兒童幾乎不具備閱讀能力，因此，2 -7 歲兒童展覽的展版設計把重點放

在圖像上，每個展件都配有圖示說明，放在兒童的高度，用兒童的照片和圖畫來

顯示需要做什麼。5-12 歲的展區，則會將文字的說明加入展示中做為輔助，但限

於簡短有限的文字說明，以符合兒童的閱讀習慣及能力。 

6. 溝通員（médiateur）的角色：自兒童城創建以來，溝通員一直是展覽的一部分。

他們總是出現在展覽中，提供建議和指導。每個展覽的「資訊站」也有一名工作

人員，回答參觀者的問題。 

7. 談論到未來全面的展示更新，館方表示，在兒童的學習及發展中，除了要為「外

放」的感官及遊戲外，兒童也要能夠專注（concentrate）、安靜下來，進行較為

「內在」集中的學習活動，因此在未來的展覽中，也會更著重設計那些能夠讓兒

童專注的學習空間；此外，共融一直是博物館關注的議題，對某些有特殊需求的

孩子，這種安靜的展示環境，會是他們更為需要的空間。 

8. 承上，目前兒童城並未設置工作坊的動手做空間（如：Tinkling、STEAM 

Workshop），預計於未來更新時新設這些空間，因為動手做對於兒童的學習是

不可或缺的，工作坊空間幾乎是所有博物館對兒童展示的共識。 

9. Fatima 認為，藝術在兒童學習中扮演重要的媒介，尤其是科學相關的學習，因此

以兒童為主要觀眾的展示及活動中，必須盡可能的融入「藝術」元素，除了讓兒

童學習更為容易、有趣，也能激發兒童的創造力及想像力。 

10. 近年來工業城最關注的議題是「批判性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每年

Universcience（工業城主管機構）都會主辦「批判性思維研討活動」，邀請法國

國家科學博物館聯盟 French National Network of Science Centres and Museums 的會

員及超過 50 個以上的國際夥伴（包括圖書館、博物館、科學中心、研究機構、

高等教育機構及非營利組織等），而這也使得「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

成為兒童城所有的展示及活動的核心之一，未來的新展示將會更強調這一點。 

11. 對於籌備處目前展示發想的階段，建議籌備處應盡快加入國際社群，參加國際性

的組織及研討會，建議參加的國際研討會及組織包含 Ecsite 及 Hands on，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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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ma 表示，儘管 Hands on 更加專注在兒童博物館的領域，她更建議籌備處參加

Ecsite 的研討會，因為 Ecsite 的研討會中有更多不同主題及領域的碰撞，對於目

前的籌備處而言，激發創意，擷取大量靈感和點子，是展示發想階段最重要的事

情。 

(二) 龐畢度中心兒童藝廊 Centre Pompidou Galerie des enfants (Kids Gallery) 

龐 畢 度 中 心 （ Centre 

Georges-Pompidou）全名為

龐畢度國家藝術和文化中

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

Pompidou），內部包括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Bibliothèque Publique 

d'Information）、法國國立

現代藝術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與聲學、音樂研究和協作學院

（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Coordination Acoustique/Musique）。 

龐畢度中心自 2000年重新整修開放後，於大廳入口左側規劃占地 400m2的兒童

專屬藝廊，展示空間中包含接待空間（驗票亭）、展示廳以及兒童活動體驗空

間。兒童藝廊位於入館大廳左側 2 樓，空間獨立，開放無圍牆的空間設計具有

高度的能見度，加上其優越的位置，猶如中心宣示對兒童及家庭觀眾的重視。 

龐畢度兒童藝廊的自我定位和目標：「並非啟發兒童對藝術的認識，而是帶領

兒童透過藝術啟發其對世界的認識」11。兒童藝廊每年會推出 2 檔由教育人員

與藝術家共同策劃及執行，以典藏品為主題或是以主題方式集合多位藝術家之

裝置藝術作品，設計出 3-10 歲兒童專屬展覽，這些教育展除了藝術真品展出外，

最重要的創意是在展場中開發可啟發感官探索的遊戲及創作。  

                                                
11 郭姿瑩. (2010). 博物館兒童教育趨勢考察——以法國博物館為例. 博物館學季刊, 24(2), 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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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藝廊成立之初即捨棄作品知識內涵取向，而是由藝術家作為教育活動規劃

人員，將每一項活動、展覽視為大型實驗性藝術創作，主張觀眾以手、身體及

五官參與展覽，在展覽中重新發掘自己更多的面向。透過與當代藝術家合作，

發展涵蓋多領域的創作面向，包含舞蹈、表演藝術、設計、當代藝術及科技等，

鼓勵孩童與陪伴者一同發揮想像力，刺激五感知覺，體驗作品造型、內涵。12 

當日訪談對象包含 Selma Toprak-Denis 副主任及文化媒介部門負責人(Deputy 

director and head of the cultural mediation department)、Alice Chamblas 國際顧問

部門負責人(Head of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Cyrielle Lourde 國際顧問項目經理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Project Manager)，交流訪談後則進行部分常設展、特展

導覽暨交流。 

 

                                                
12 郭姿瑩. (2010). 博物館兒童教育趨勢考察——以法國博物館為例. 博物館學季刊, 24(2), 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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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重點紀錄】 

1. 兒童畫廊 Galerie des enfants (Kids Gallery)－展覽 Tenir tête（堅定不屈） 

訪查兒童藝廊當

期展覽 Tenir tête

（堅定不屈）沉

浸式兒童展，為

館方與繪本／漫

畫作家  Marion 

Fayolle13共同策劃執行。這場展覽就如同打開一本充滿驚喜的繪本，邀請觀眾

踏入一個充滿詩意和想像力的遊牧營地。 

展場內設置了三個獨特的人頭形狀帳篷，每個帳篷都藏著不同的驚喜，邀請孩

子們探索充滿趣味的帳篷世界。孩子們可以在會動的影子戲中展開一場奇幻冒

險，欣賞色彩繽紛的投影動畫，或是躺在舒適的露營睡袋裡，享受片刻的寧靜。

這些互動式的裝置不僅能刺激孩子的視覺和聽覺，更能激發他們的想像力。 

走出帳篷，一片充滿趣味的戶外場景映入眼簾，孩子們可以穿上印有美麗風景

的披風／服裝，變身成為小小探險家，在軟綿綿的豆袋（懶骨頭）上盡情放鬆，

或是在「水坑」中盡情玩耍。展場中央的巨幅壁畫將整個空間串聯起來，彷彿

一幅美麗的畫卷，描繪著天與地之間的奇妙景象。 

                                                
13
 龐畢度中心當期大型漫畫特展的參展藝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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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展覽充滿了 Marion Fayolle 作品一貫的細膩、幽默和詩意，觀眾彷彿置身於

一個真實的遊牧營地，孩子們不僅能欣賞到藝術作品的獨特魅力，還能培養對

大自然的喜愛，激發他們的創造力。 

(1) 風景與服裝－插畫布景展示風景：展示在兒童畫廊空間內覆蓋整面牆的藝

術家創作「風景壁紙」，並提供「風景服裝」（上面繪有與風景壁紙圖形

相對應的風景圖案），兒童可以穿上「風景服裝」像「拼拼圖」一般，成

為天空、山脈、風景等，給人一種衣服從風景中剪裁出來的印象，形成一

個創造的視覺體，與主題相扣合營造到野外露營的景象，激發觀眾想像力。 

  

  

(2) 帳篷一：影子遊戲：帳棚內設有三個影子遊戲裝置，並提供裁切好的圖案

形狀，孩子們可以透過道具或自己的雙手創造影子並編演自己的故事。 

(3) 帳篷二：投影動畫：帳棚內撥放藝術家發想的各種以「頭」為發想的動畫

創作，動畫作品投影到整個帳篷牆面，觀眾則舒適地或坐或躺在其中欣賞，

透過影片引發好奇及聯想，開啟親子對話並啟發孩子們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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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帳篷三：穿戴式裝置：帳棚內有各式各樣藝術家插畫的「變裝睡袋」，帳

篷的天花板以鏡面呈現，兒童躺在睡袋中仰望天花板，便可以盡情「作夢」

各種故事情節，激發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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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場景裝飾裝置 

A. 天上的繪本世界：抬頭望向天花板，觀眾會看到懸掛著的巨型繪本頁面，

就像一隻隻展翅高飛的鳥兒。這些懸掛的頁面仿佛將繪本世界延伸到展覽

空間中，營造出夢幻般的氛圍。 

B. 柔軟舒適的休憩體驗：展場中散落著數個造型獨特的軟墊，這些軟墊不僅

外觀可愛，還能提供舒適的休憩空間。軟墊上的圖案同樣出自  Marion 

Fayolle 之手，與展場整體的藝術風格相呼應。 

C. 地板上的奇幻水池：在展場的地板上，觀眾可以發現一塊塊印有 Marion 

Fayolle 繪製的人物圖案的「水灘地毯」。地毯上的圖案以兒童的視角呈

現，彷彿水中的倒影，邀請孩子們模仿角色的姿勢，融入到藝術的世界中。 

D. 互動式藝術體驗：地板上散落著數十顆大小不一的「軟石」。這些軟石外

觀與真實的石頭相似，觸感柔軟的，孩子們可以自由地堆疊和組合這些軟

石，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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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考察 

龐畢度中心也以「高科技派」（High-tech style）建築聞名。14龐畢度中心的建

築鋼架整個外露、不加修飾，外牆也佈滿管線，看似錯綜複雜，但其實很有秩

序，因為這些外露的管線，是根據不同的功能而漆成相對應的顏色；藍色管線

是空調，綠色管線是水管，黃色管線是電線，而紅色管線是電梯和電扶梯15。

館內的視覺識別系統及標誌，也延續了外觀的建築風格，非常醒目、不加修飾

的、多彩的方式懸吊在展館中，從入口大廳便可清楚的看到所有的指標，能夠

清楚、容易的引導觀眾前往展區。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0%E7%95%A2%E5%BA%A6%E4%B8%AD%E5%BF%83 
15 https://artouch.com/artco-kids/content-2301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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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訪談紀要及心得】 

1. 龐畢度針對不同的年齡段：6 個月-2 歲、2-5 歲、6-10 歲，有不同的空間與活動

規劃，亦有專為 13-16 歲的青少年所規劃的空間－Studio13/16 工作室，旨在為

青少年於文化場所提供創造、社交、藝術與文化體驗的場域，邀請不同背景和

領域的藝術家帶領舉辦活動或討論。16 

2. 當日由龐畢度的兒童及青少年展示及活動策劃團隊向我們分享他們的執行項目，

並表示他們的任務為「協助 2-16 歲觀眾、家庭與老師建立與當代藝術創作溝通

的管道」，他們透過規劃各種教育活動、兒童教育展、教師培訓，以及兒童與

                                                
16 官網：https://www.centrepompidou.fr/en/visit/children-and-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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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書籍、影片之出版，建立與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的連結（strategy for 

public engagement）。 

3. 訪談中，團隊向我們說明他們的公共參與哲思（ philosophy for public 

engagement），包含：第一步，培養渴望－願意來到龐畢度中心、感到歡迎、

感到驚奇、體驗、變得好奇並探索；第二步，引導視角－發現資源、變得有意

識（無論在場內或場外，都可以在參觀前後或期間體驗）；第三步，加深知識

－諮詢科學內容、書面解說／說明（小冊子、聊天機器人等）、體驗口頭解釋

（導覽、講座等）、使用線上資源（影片、MOOC、大師班、講座等）。 

4. 龐畢度與我們分享未來即將推出的新展覽，透過辦理工作坊，與兒童們共同工

作，蒐集兒童們的意見，完成一場與兒童共同策展的實驗，非常值得本館借鏡。

預計 2025 年 2 月開幕，名為 A factory of ideas to reinvent the city 的新展覽中，藝

術家 Sara de Gouy與兒童共同工作，邀請兒童們一起思考如何打造一個更快樂、

更具詩意、更永續的城市，並以兒童的視角來規劃。一系列的工作坊，邀請來

自巴黎一所小學的 2個三年級班級參與，為期 2個月，共計 9場工作坊。孩子們

學習如何進行設計，參觀了龐畢度中心，並進行了城市步行，學習如何觀察周

圍環境。孩子們使用繪畫、規劃、拼貼和模型等工具，設想如何重新設計城市

中的設施（如斑馬線、公車亭、公園椅子等），最後再由藝術家及龐畢度的教

育策展團隊將兒童們的創意及發想，實現在展場中。展覽中將播放紀錄此參與

過程的影片，並紀錄參加工作坊的孩子們的訪談內容。 

(三)荷蘭兒童圖書博物館 Kinderboekenmuseum (Children's Book Museum, 

The Hague, Netherland) 

兒童圖書博物館（Kinderboekenmuseum）17位於荷蘭海牙，成立於 2005 年，是

一個專注於兒童文學和書籍的博物館，目標在促進孩子們對閱讀和創作的興趣。 

                                                
17 https://literatuurmuseum.n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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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展示了荷蘭和

國際上著名的兒童

書籍及其插畫，特

別是經典作品和著

名作者的創作。展

覽不僅限於書籍本

身，還包括與兒童

文 學 相 關 的 藝 術

品、插畫、手稿和

互動展品，讓兒童能夠觸摸和參與，從而深入了解文學的魅力。兒童圖書博物

館設計了多個互動區域，強調互動體驗，孩子們可以在這裡參與故事講述、角

色扮演和創作活動，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此外，設有各種遊戲和挑戰，

讓孩子們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和探索。博物館也定期舉辦工作坊、講座和

故事時間，針對不同年齡段的孩子設計活動，提升他們的閱讀技巧和對文學的

熱情。特別是邀請作家和插畫家來到博物館進行互動，讓孩子們有機會親自接

觸創作過程。 

兒童圖書博物館致力於提供適合家庭的環境，供家長和孩子共同享受閱讀的樂

趣，並具有休息區和兒童友善的設施，使家庭參觀變得輕鬆愉快。該館推廣閱

讀文化，鼓勵孩子們從小養成閱讀的習慣，透過書籍了解世界，透過活動和展

覽，促進對文學的尊重和理解，對於孩子們的智力發展和情意發展是重要的。 

兒童圖書博物館作為一個充滿想像力與靈感的空間，致力於啟發孩子們的創意，

並讓他們在閱讀中探索無限的可能性，成為了海牙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 

【考察重點紀錄】 

本次考察主要分為 3 個樓層，2 樓有三個主要展區：《我是青蛙》（0-6 歲）；《ABC

與我以及動物》（0-6歲）；《閱讀帳篷》（0-6歲）；1樓為荷蘭文學史發展的常設展

廳、《後街文化》（12-20 歲）；BG 層為《帕皮里亞 Papiria》想像力國度展區並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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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Hopman 的插畫展、小劇場、工作坊等，另設有 M.G. Schmidt《頑固的孩子們》

展、《兒童圖書大使》互展區等（7 歲以上），以下是各樓層展覽介紹： 

1. 2 樓展區 

此樓層以 0-6 歲兒童為目標觀眾，但不僅限 0-6 歲，陪伴者與家長或是自由參觀

者，皆可入內參觀。一進入 2 樓即可感受到館方考量了照顧者的公共服務的需

求，設置了娃娃車停放間，旁邊則設有較為靜態的《閱讀帳篷》互動區域，此

區設有口袋書和繪本，結合投影動畫內容，與相對應的聲響，加上親子共讀的

空間，讓孩童與家庭觀眾能夠一同五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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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與我以及動物》展區則以閱讀能力中的詞彙認識為主題，加上 0-6 歲孩

童對於動物的好奇心，依據孩童尺寸打造出得以自由探索穿梭的展區空間，並

巧妙結合各國著名繪本，打造不同情境遊戲，如美國繪本《好餓好餓的毛毛蟲》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er）、荷蘭插畫米飛兔（Miffy）等。依照 a、b、c、

d 至 z 的英文字母順序，體現讓孩子從遊戲探索中學習的概念。 

《我是青蛙》展區，則是透過荷蘭著名繪本青蛙奇可（Kikker），重現其在不

同繪本中的情境，如蓋房子、做傢俱、露營、烹飪、划船、睡覺等不同繪本中

的場景，讓孩童透過扮演遊戲獲得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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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樓展區 

此展區為進入該館後首先抵達之樓層。此常設展區目標觀眾為 18 歲以上，展覽

主題包含了該館歷史的介紹、荷蘭文學與國家歷史發展的關聯性、文學對於改

變人類世界觀的重要性、重要的荷蘭文學作家以及其相關文物、荷蘭插畫聞名

世界以及其對於故事、角色、插畫的處理方式。 

隔著一道牆為別有洞天的《後街》（Back Street）展區，針對 14-20 歲的青少年

與其文學作品，打造具有後街成昏暗又迷離的展區，象徵著青少年對於次文化

的連結，也呈現了荷蘭青少年文學發展情形。再現了 10 個以上的主題情境展示，

如賭場、健身房、墨西哥餐酒館、中式餐廳、刺青店、DJ 室等，並陳列該主題

書展與重要作家，以及觸控螢幕互動與音樂的手法，讓觀眾深入其境。 

 

3. BG 地面樓層 

為該館另一重要展區，首先是《帕皮里亞 Papiria》展區，透過故事性的設定以

及闖關遊戲的搭配，企圖讓觀眾有高度參與感。故事設定是 Papiria 為一充滿創

意的想像文本空間，在有一天出現怪獸將所有書上的墨水都吃掉，作為參觀者，

必須想辦法闖關拯救文字、線條、顏色都消失的 Papiria。觀眾透過穿戴感應手

環（Slurper），至每一關感應進行闖關、解謎、與團體遊戲，隨著達成任務，

不斷蒐集獎勵品於手環中，進而打造出屬於觀眾個人化的角色形象。最後更可

在故事創作工作坊（Lab），列印出自己的角色並透過關鍵字撰寫角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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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設置《兒童圖書大使》互動展區。透過扮演遊戲、於展區中架上選出

喜歡的圖書或是繪本，於攝影間錄製一段推薦此書的影片，並同意上傳於螢幕

上，讓其他觀眾可以看到。其代表著觀眾要對他的書有一定程度的閱讀和對主

題的共感，並透過自我表意的方式傳達對所選之書的喜好之處。 

最後則是依據 Annie M.G. Schmidt 的作品，策劃《勇敢與無所畏懼的孩子們》

（Bold and Brassy Kids）互動情境展，讓孩童體驗一段奇異的冒險故事，其中可

以透過積木創造詩句、透過錄製貓影片成為 Vlogger，也成透過觸摸螢幕處理各

種食材與調味等等情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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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兒童圖書博物館（Kinderboekenmuseum）的展區，對於本館籌建的啟示及幫助如下： 

1. 互動與體驗學習：博物館強調互動式展覽和體驗學習，這一點能夠激發孩子們

的參與感。籌建兒童博物館應設計互動式展品，讓孩子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學習，

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2. 主題性展區：兒童圖書博物館各樓層有明確的主題展區，涵蓋不同的主題，如

故事創作、作者介紹和插畫藝術等。籌建兒童博物館時，可以根據不同的科學、

藝術或文化主題進行區域劃分，使參觀者能夠有條理的探索。 

3. 強調閱讀與文學：博物館的核心是兒童文學，突顯閱讀的重要性及其對兒童發

展的積極影響。兒童博物館也應以閱讀和文學為基礎，設計與書籍相關的展覽

和活動，鼓勵孩子們培養閱讀習慣。 

4. 創意工作坊：設置創意工作坊的經驗顯示，讓孩子們參與到藝術或科學創作的

過程中，可以提高他們的動手能力和創造力。這一點可以直接應用於籌建兒童

博物館，提供類似的活動以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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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強調視覺藝術：博物館中的插畫藝術展顯示視覺藝術的重要性。兒童博物館可

安排展示藝術作品和插畫的空間，促進孩子們對藝術的欣賞和探索，並提供參

與創作的機會。 

6. 激發故事創作：兒童圖書博物館提供的故事創作工作坊能有效地激發孩子用文

字表達自己。籌建兒童博物館時，可以考慮設置相似的活動和空間，讓孩子們

自由地探索故事講述，提高他們的語言能力。 

7. 多元化展示和活動：設置定期更換的特別展覽和活動，可以保持博物館的新鮮

感和吸引力。這樣有助於吸引重複訪問的家庭，並使不同年齡的孩子都有機會

參與各類活動。 

8. 家庭友好的環境：兒童圖書博物館提供了舒適的閱讀角落和家庭共享的活動。

在籌建兒童博物館時，應考慮創建一個友好和包容的環境，以促進家庭參與，

鼓勵親子間的互動。 

 (四) 荷蘭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NEMO 

科學博物館 NEMO（Science Museum NEMO）18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個

致力於傳授將科學和技術透過設計互動的展示手法，讓民眾更能親近生硬的主

題，其相信透過對於科學和技術不同面向的理解，能夠使觀眾能夠更好的認識

世界和自我，激發觀眾對於科學／科技的力量、重要性和特殊性的好奇心。 

在蒐藏上，NEMO收藏約 20,000 件文物，大部分來自於 2008年從 Energetica博

物館轉移過來的歷史技術物，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影響力。NEMO 的收藏特

色在於許多物品依然可以正常運作，並展示其技術運作，讓觀眾能夠直觀的理

解技術發展和演變。藏品則分為四大核心部分：照明工程、電氣工程、能源生

成與儲存以及家庭科技。這些核心收藏中有許多特殊的物品，如來自 Brandaris

燈塔的早期電弧燈，激勵人們探索發明的愛迪生 1883 年和 Swan 的 1885 年燈

泡。這些都象徵科技如何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並塑造了現代社會19。 

                                                
18 https://www.nemosciencemuseum.nl/nl/ 
19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partner/nemo-science-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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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上，NEMO 還透過線上的內容和組織的活動，展示科學世界的最新進

展，涵蓋各門科學，教育方面，NEMO 提供豐富的資源以支持教師的教學工作，

包括不同層次和年齡的教育計劃。他們不僅提供實用的材料，還組織會議和工

作坊，這些都在幫助教育者在課堂中引入更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教育方法。

NEMO 每年舉辦荷蘭最大的科學和技術節日——科學週末，這是一個讓眾多組

織向公眾開放的大型活動。而在國際合作上，NEMO 也是推動科學教育和交流

的領導者，與歐洲及全球的博物館、學校和研究機構合作。這些合作關係使得

NEMO 能夠更好的理解科學傳播的前沿進展，並提升其在國際上的表現。 

【考察重點紀錄】 

NEMO 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20，獨特的船型建築設計由著名的義大利建築師倫佐•皮

亞諾（Renzo Piano）設計，成為城市的一大地標。這座建築巧妙地坐落在一個舊港口

之上，象徵著對科學探索和發現的啟程。在展示空間配置上，博物館擁有五層樓的展

示空間，涵蓋多種科學和技術主題。其展示手法以互動展品為主，讓參觀者特別是孩

子們可以親自動手探索和實驗，從而激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各樓層設有不

同主題的展區，例如「與能源一起玩」、「宇宙元素」、「認識自己」、「日常現象

與科技」等，這些展區提供深入淺出的科學解釋和實驗活動。另有定期更換的特展與

定時演示活動，保持科學知識的新鮮度和趣味性，以下介紹主要展區： 

1. 日常中的現象（Fenomena） 

此展區先透過巧妙的設計裝置如泡泡、電流球、聽筒、折射鏡、軌道齒輪等積

木，讓孩童在動手做中體驗光影、聲音、物理非學科上的基本的認識，有了基

本的現象認識，透過更需團體遊戲與精密的結合實驗設施，觀眾可以進一步理

解基礎物理學和自然科學的原理，學習有關重力、運動、聲音和光的基本概念。

實驗和展品，使抽象的科學原理變得具體且易於理解。一旁仍設有荷蘭科學技

術史發展的展示，重現啟蒙時代，「科學」何以成為科學，並設有相應的實做

測試設施，強調科學技術與社會互相形塑的過程。 

                                                
20 https://museums.moc.gov.tw/Notice/NewsDetail/d11b706e-586b-4d69-bb9f-fc70557fe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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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代社會中的技術發展（Technium） 

在經過互動與遊戲的方式對於科學原理有基本認識後，此區主要呈現了在當代

社會環境下相關科學原理的應用與再造，如水的力量展區，演示了水如何淨化

再利用、另有動力來源與車輛、建造與建築物區、通訊與電視手機、原料與衣

服製造區等，除了呈現工業革命以來當代社會技術演進的樣貌，同時也提醒觀

眾在快速進展的社會下所帶來對於環境不可逆的破壞與浪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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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構成宇宙的元素（Elementa） 

本展區主要探討構成宇宙的原子，企圖講述宇宙的起源與演化，此區提供了可

觸摸的化石、模擬宇宙起源的米勒實驗室、期望觀眾理解宇宙的形成，包含各

種事物都是由原子構成，人類更因爲由不同的 DNA 不同的組成而產生了個體的

多樣性，此外也展示宇宙探險的大望遠鏡，同時透過互動設施讓觀眾體會太空

人在航行外太空放假時可以做什麼，最後則是有保護地球的互動遊戲體驗。 

 

4. 發現你自己（Humania） 

一進入此展區，即有明顯的人體倒立大型藝術裝置，象徵鼓勵觀眾以不同的角

度看待自己，展區主要分成我過去是怎樣（Who I was）、從哪裡來、現在我的

是什麼（Who I am）、未來會變成怎樣（Who I will），未來更含有想要成為怎

麼樣的人、年紀大了會怎麼樣，以及永續議題論壇。透過人文與科學的面向來

探討人們對於人體的認識如何透過社會與科學的建構來形塑，讓觀眾得以反思

科學是否也是受到社會人文的影響而非單純客觀的科學證據。在此展區展示手

法上，主要展示性別與人體器官的概念如何受到社會的建構，同時透過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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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裝置，讓觀眾理解如何透過科學方式進一步認識自己，包含了人體的結構

和功能探討，如人體各系統的運作。參觀者可以通過互動展品學習關於健康、

飲食、運動以及人體生理的知識，了解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此樓層其他

展區也設置對於永續發展議題的探討，透過打造論壇的空間結合影片引導，讓

觀眾彼此參與討論與表達。 

5. 與能源一起玩（Energetic） 

此區位於屋頂廣場區，除了能夠透過制高點讓民眾能夠俯瞰阿姆斯特丹全景，

也設置有關水、太陽、風等再生能源的互動設計展示，讓孩童能夠透過遊戲一

同認識再生能源的重要性，企圖打造較為放鬆與思考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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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驗室與工作坊（Labs & Workshops）： 

NEMO 在各個樓層都設有實驗室、工作坊或者是視聽空間，定期舉辦科學實驗

和創作活動，包含以物理學概念的連鎖反應定時演示活動（Chain Reaction）與

日常生活中化學反應的劇場實驗。鼓勵觀眾親自參與，激發科學思維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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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科學博物館 NEMO 成功的將科學與趣味結合，讓訪客在體驗中獲得對科

學的理解和欣賞，不僅是科學愛好者的勝地，也為個別訪客提供了絕佳的學習平台，

亦是一個適合全家共同參觀的教育場所。 

【反思與收穫】 

科學中心 NEMO 可以為籌建本館提供獲得許多寶貴的啟示與幫助： 

1. 互動式學習理念：NEMO 強調互動性，讓參觀者能夠親自參與，這有助於提升

學習的效果。在籌建兒童博物館時，可以採用類似的方式，設計互動展覽和體

驗，使孩子們在玩樂中學習，提高他們的參與感和興趣。 

2. 多樣化展區：NEMO 設有多個主題展區，涵蓋不同的科學和技術領域。此理念

可以應用於兒童博物館，通過設置多樣化的展區來滿足不同年齡段和興趣的孩

子，讓他們能夠探索廣泛的知識範疇。 

3. 強調探索與實驗：鼓勵觀眾進行實驗和探索是 NEMO 的一個重要特徵。在兒童

博物館中，可考慮設置實驗室和創意區，讓孩子們自由的進行科學實驗、藝術

創作或其他形式的探索，這有助於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兼具娛樂與教育：NEMO 將娛樂和教育結合，以有趣的方式呈現科學知識。對

於兒童博物館，設計展覽和活動時需要兼顧趣味性和教育性，讓孩子們樂於參

加的同時也能獲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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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注當代現象：NEMO 展示當前科技和環境等重要主題。在籌建兒童博物館時，

可以關注相關的社會和環境問題，例如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引導孩子們關

心和理解周遭世界的挑戰。 

6. 社區和家庭參與：NEMO 鼓勵家庭和社區的參與，這對於兒童博物館的成功至

關重要。設計適合家庭的活動和工作坊，提升親子或家庭互動的機會，或促進

社區對博物館的支持和參與。 

7. 不斷發展與更新：NEMO 定期更新展覽和活動，以保持新鮮感和吸引力。這也

適用於兒童博物館，應定期評估和更新展品及活動，以滿足變化中的需求和興

趣，創造持續吸引力。 

二、其他類型博物館考察 

(一) 皮諾美術館 Bourse de Commerce - Pinault Collection 

巴 黎 商 業 交 易 所 （ Bourse de 

Commerce）這座建築的歷史可追溯

至 18 世紀，最初作為穀物交易所，

見證了巴黎的繁榮與興衰，隨後轉

型為巴黎商會的服務中心。直到 21

世紀初，藝術收藏家 François Pinault

承租了這座建築，Pinault改造成私人

美術館，以展示他所收藏的眾多當

代藝術作品。於是邀請日本建築大

師安藤忠雄親自操刀改建設計。 

安藤忠雄以其獨樹一幟的清水模建築風格，為這座古老的建築注入了一股現代

的靈魂。他保留了建築原有的圓頂和柱廊，同時巧妙地加入了光影的設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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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線與室內空間產生微妙的互

動，營造出一個寧靜且充滿藝術氣

息的空間。Pinault 收藏的藝術作

品，從繪畫、雕塑到影像，包羅萬

象，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這些

作品與建築空間產生奇妙的共鳴，

每一個角落，都彷彿在訴說著藝術與歷史的對話。 

自 2021年起，這座私人美術館正式對外開放，讓更多人得以欣賞到這些珍貴的

藝術作品。如今 Bourse de Commerce 又被稱為「皮諾美術館」，是巴黎最知名

的藝術地標之一，也為全球藝術愛好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文化交流平台。 

為呈現作品及建築物展示最佳效果，本篇「皮諾美術館」考察紀錄建築物及藝

術作品照片取自官方網站。 

【考察重點紀錄】 

1. 大廳及藝術家創作－To Breathe- Constellation 《呼吸-星座》 

韓國藝術家金守子（Kim Soo-ja）在大廳中以一面巨型鏡子打造了名為《呼吸-

星座》21的沉浸式裝置藝術。這面鏡子如同一張巨大的畫布，將整個圓形大廳

的天頂與周遭的建築結構完整地倒映在地板上。觀眾置身其中，彷彿漫步在一

片虛幻的天空之下。金守子的作品巧妙地將觀眾與空間融為一體，透過鏡面反

射，模糊了現實與虛幻的界線，邀請觀眾重新思考自身與周遭環境的關係。 

特別的是，這面巨型鏡子反射出的不僅僅是建築的天頂，還包括了大廳天花板

上 19世紀時所繪製的五大洲貿易壁畫。這幅巨幅壁畫描繪了世界各地的貿易場

景，色彩鮮豔，細節豐富，是建築原有風貌的重要見證。當觀眾站在鏡面上，

彷彿置身於一個倒轉的世界，古老的貿易壁畫與現代的鏡面裝置產生了奇妙的

對話，為觀眾帶來視覺與心靈上的雙重震撼。 

                                                
21 https://www.pinaultcollection.com/en/boursedecommerce/carte-blanche-kimsoo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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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可以自由地在鏡面上行走、坐臥，與建築產生了更為親密的互動。當觀眾

的影像投射到鏡面上時，與建築的倒影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不斷變化的畫面。

這種互動式的觀展體驗，讓觀眾成為參與藝術創作的共同創作者。 

金守子的《呼吸-星座》不僅是一件藝術作品，更是一個邀請觀眾共同探索的空

間。透過鏡面的反射，觀眾可以重新審視自己與空間、歷史與當代的關係，進

而對自身的存在產生更深層的思考。 

2. Pinault Collection 特色皮諾收藏展示 

A. Old People's Home

《 老 人 院 》 22

（2007）是中國藝術

家孫原和彭煜的裝置

藝術作品，包含 13 個

真人大小的雕塑和電

動輪椅，隨機在空間

中相互碰撞，沒有任

何互動，形成荒誕的畫面。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群老人冷漠或睡著了，實

際上卻是隱射 13 位當代國家元首、世界領導人的寫實模擬。這件作品無情

地嘲諷了全球領導人年老、冷漠的形象，暗指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不作為。

                                                
22 https://lesoeuvres.pinaultcollection.com/en/artwork/old-people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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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此類極具挑釁性、帶有黑色幽默的作品，獲得了當代藝術界對其非正統

風格的褒貶。 

B. Him《他》（2001）23是

當代藝術家毛里齊奧·卡

特 蘭 （ Maurizio 

Cattelan）的一件引人深

思的雕塑作品。卡特蘭以

逼真的藝術手法呈現 20

世紀的標誌性人物，將其

置於不合常理的情境中，引發觀眾重新審視這些人物的形象。在這件作品中，

雕塑從背後看似為跪著祈禱的孩子，而當觀眾繞到正面時，卻看到的是一位

似乎陷入精神困境的阿道夫·希特勒。這種視覺上的衝突引導觀眾反思角色

的人性及人性本質，揭示出歷史中不可忽視的陰暗面。卡特蘭透過這種方式

製造了一個討論空間，挑戰我們對歷史與道德的認知。 

3. 兒童相關設施及兒童活動小冊 

館內設有家庭及兒童友善洗手間、休憩區，同時亦有專為兒童設計之活動小冊

（如附件 5.）。 

  

                                                
23 https://lesoeuvres.pinaultcollection.com/fr/oeuvre/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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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本次考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建築空間與藝術作品的深度契合，啟發未來在博物館建

築空間設計與藝術家共創的可能。安藤忠雄的設計賦予歷史建築現代與藝術的靈魂。

藝術家金守子的作品則進一步利用鏡面裝置將觀眾與建築、歷史壁畫合而為一，讓人

有置身虛實之間的感受，促進了觀眾與藝術、空間的互動。 

此外，皮諾美術館的多件收藏作品都與政治和社會議題相關，通過藝術幽默地呈現現

實的荒誕。孫原和彭煜的《老人院》強調領袖的無所作為，這樣的諷刺性表現不僅帶

有批判色彩，還讓人反思現實政治的局限性。卡特蘭的作品則引發了關於人性與道德

的探討，使人不得不重新審視歷史角色的定位。這也再一次提醒，藝術作品是如何反

映歷史及時代的議題，除了「美」的感官饗宴外，博物館也能透過藝術作品挑戰觀眾

的思維，成為一個反思社會現狀的重要平台，帶來文化與思想的交流機會。 

(二)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該博物館位於巴黎，是擁有悠久歷史和豐富藏品的博物館，致力於研究和推廣

自然科學。博物館始建於 1793 年，起源於法國的皇家植物園（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其後不斷發展並成為綜合性的自然史博物館。自成立以

來，一直是科學研究、教育和展示的中心。主要館區與展覽包括，大演化廳

（Grande Galerie de l'Évolution），展示著生命歷程和生物多樣性，通過遺骸、

化石、標本以及數位影像，描繪演化的奇妙過程。礦物學館（Galerie de 

Minéralogie et de Géologie），展示各類礦物、寶石和地質學標本，並解釋地球

的演化史。古生物學館（Galerie de Paléontologie et d'Anatomie comparée），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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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化石和古生物標本聞名，強調生物的演化和多樣性。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歷史悠久的植物園，擁有豐富的植物種類和溫室，提供一個結合研

究與休閒的自然環境；該館致力於科學研究與教育，博物館的研究涵蓋生物學、

地質學、古生物學和生物多樣性等多個領域。同時提供多樣的教育計劃和學習

資源，適合不同年齡和學術背景的訪客，促進大眾對自然科學的理解和興趣。

此外，作為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博物館參與多個國際科學研究計畫，並與全球

各地的科學和文化機構合作，並定期舉辦特展和活動，探索當前環境問題及自

然科學的前沿領域。在設施與觀眾體驗上，除了展覽廳，博物館還設有圖書館、

標本收藏室和現代化的服務設施。其也對觀眾友好，提供導覽服務、兒童活動

和多語種資訊。整體而言，該博物館作為一座結合了歷史、美學和科學知識的

綜合體，是巴黎乃至全球的重要文化與科學研究中心。 

【考察重點紀錄】 

本次參訪主要以該博物館的大演化廳（Grande Galerie de l'Évolution）為主，其特色在

於展演於生命的演變及生物多樣性，該館展示了約 7,000件的標本文物，並採取舞台化

戲劇的手法來呈現。該展廳自 1994 年重新開放以來，吸引了無數的參觀者，該展廳共

有四層樓，從地下 1 樓至 3 樓建立了從海洋至天空垂直的生態系，象徵著生態系之間

的互相影響與關係，而非僅是情境展示。以下是大演化廳的介紹： 

1. 0 樓生物多樣性-海洋棲地 

本樓層為本館入口之處，一進去即可見戲劇性的巨大鯨魚展示物與巨大的化石

展示，此層樓生態系包括海底熱泉、深海棲地生物、沿海棲地生態系、遠洋棲

地生物、跨至一樓的南北極生物、藻礁生態系等為主，再現了海洋生物於海底

活動的動態性以及方向性。 

2. 1 樓生物多樣性-陸地棲地 

1樓同樣可見驚人的演化之路展示，以動物遷徙的概念，強化了陸上動植物的鏈

結與共生關係，此樓層的生態系除了跨樓層的南北極生物外，包含了演化之路



55 

 

的非洲草原生態系、左右兩側的撒哈拉沙漠與亞馬遜雨林生態系、並在側廳說

明標本製作的過程以及科學上如何對於物種開始分類。此展廳為所有樓層都可

凝視至此的區域，並透過天花板的天光變化以及窗戶的色彩變化，加上自然環

境氣候的聲音，打造了具時間性的戲劇感，彷彿動物們不斷在遷徙中。 

3. 2 樓呈現人類作為地球生物與棲地演化的重要因子 

展區包含今日地球的樣貌，人類如何讓事情變得複雜、人為的污染、地景的改

變、動物的馴化、漁獵採集等。 

4. 3 樓為生命的演化 

該樓層重點在於對於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的重要性。展覽強調了人類活動對生

態系統的影響，並介紹了當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科學研究和實踐，透過展演呈

現了演化論、天擇、繁殖、演化上的新發現、地球生命歷史的重建等。並設置

VR 體驗區。 

大演化廳的每層樓都設有互動和視覺展示，讓觀眾能親身參與並全方位了解自然

演變的精彩歷史。這些設計不僅引人入勝，而且教育性極強，適合各年齡段的訪

客。大演化廳不僅是一個展示自然史的地方，更是一個啟發人們思考生命意義和

環境保護的空間。這裡的展品和活動使其成為探索自然和生命演變的重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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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大演化廳對於籌建本館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啟示和建議，以下是一些關鍵點： 

1. 互動體驗設計：大演化廳中設定了多個互動展品，鼓勵參觀者進行探索和學習。

對於兒童博物館，將互動性融入展覽設計能有效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讓他們

在參與中學習，增強對知識的理解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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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動的展覽內容：大演化廳展示豐富多樣的生物標本與生態系統模型，而這樣

的展品可以激發孩子們的好奇心。在籌建兒童博物館時，可以考慮融入各種真

實的動植物標本、模型和生態展示，讓孩子們親身體驗和了解自然界的奧秘。 

3. 主題明確的分區：大演化廳以生命的演變及生物多樣性為核心主題，按不同的

子主題進行分區。對於兒童博物館，可以採用類似的結構，設立明確主題的展

區，使孩子們能自主探索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4. 結合科學與藝術：展覽不僅是科學知識的展示，還可以結合藝術元素，增強展

品吸引力。透過藝術表達自然和科學的概念，可以提高孩子們的參與感和興趣。 

5. 強調環境教育：大演化廳的展示訴諸於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兒童博物館可以

把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融入展覽中，通過有趣的方式教育孩子們珍視自然與生

態環境，培養他們的環保意識。 

6. 多元化的教育活動：大演化廳舉辦的各類講座和活動提供了多元的教育活動。

對於兒童博物館，可以設計適合各年齡層的工作坊、實驗和講座。 

7. 舞台化的視覺設計：大演化廳的設計明亮且開放，使用自然光和現代材料來營

造親近自然的氛圍。設計兒童博物館時，應考慮使用吸引人的裝飾和展示，創

造舒適愉悅的空間，以增強參觀體驗。 

8. 啟發探索和思考：大演化廳通過提供知識啟發參觀者思考生命及環境的複雜性。

兒童博物館應鼓勵孩子們提問、探索並自身發現問題解決的途徑，促進他們獨

立思考和創造力的發展。 

 (三) 巴黎光之博物館 L'Atelier des Lumières 

巴黎光之博物館坐落於巴黎第 11 區，前身為 19 世紀的鑄鐵廠，經過精心翻修，

成為展示數位藝術的獨特空間，以沉浸式數位藝術展覽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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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博物館由法國最大的私

人藝術機構 Culturespaces 經

營，這是法國首家專門管理

古蹟、博物館和藝術中心的

民間營運單位，提供以遊客

體驗為核心的創新模式，並

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管

理文化場所。自 2012 年以

來，Culturespaces 引入數位影像和音樂，致力於創造新型的沉浸式展覽，現已

成為數位藝術和沉浸式展覽創作的先驅。 

光之博物館的展覽風格獨特，僅有一個大型主展館，展出 AMIEX （Art & 

Music Immersive Experience）24藝術與音樂沉浸式體驗。利用全方位的牆面和地

板投影技術，將梵谷、克林姆等著名藝術家的作品轉化為高畫質、高解析度的

動態圖像，根據音樂節奏進行動畫式呈現，以創新的方式重新詮釋經典藝術，

創造出高度詩意的場景，讓觀眾沉浸在藝術作品之中。此外，博物館也展示現

當代藝術家、具歷史性、科學性的作品，拓展了觀眾對藝術的理解和認識。 

【考察重點紀錄】 

博物館的空間設計開放而自由，鼓勵觀眾隨意漫步，從不同角度欣賞作品。光之博物

館打破了傳統畫廊的界限，在藝術呈現上開創了新的視覺感受，為不同背景的觀眾提

供了一場視覺與多感官的饗宴，是巴黎備受推崇的文化地標之一。 

博物館展示空間 3,300m2，樓底高達 10m，使用了 140 台投影機和高質量的音響設備25 ，

以大規模協調數千個圖像，實現全方位的音樂及投影播放。影像投影從地板延伸至天

花板，觀眾可以 360 度欣賞放大數倍的經典畫作。館內保留了原鑄造廠的冷卻水池凹

                                                
24https://medium.com/artechinterpreter/%E5%8D%9A%E7%89%A9%E9%A4%A8%E7%A7%91%E6%8A%80%E7%B3%BB%E5%88%

97%E5%85%8B%E6%9E%97%E5%A7%86%E5%85%89%E5%BD%B1%E5%B1%95%E6%8A%80%E8%A1%93%E5%88%86%E6%

9E%90-%E8%AB%87culturespaces%E7%9A%84amiex%E7%AD%96%E5%B1%95-680cb4160773 
25 https://www.atelier-lumieres.com/en/explore/atelier-lumieres-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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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煙囪、乾燥塔和水箱等結構，並在投影過程中巧妙地利用這些元素，讓新舊建築

之間形成有趣的對話。 

展館每日固定展出不同的作品。本次展出期間，周一、三、五、日的展覽主題為

L’Égypte des pharaons（法老及埃及）、Les Orientalistes（東方主義者）和 Foreign 

Nature（異國情調），而周二、四、六則展出 Van Gogh, Starry Night（梵谷，星夜）和

Dreamed Japan: Images of the Floating World（日本夢，浮世影像）。每一輪演出約 1 小

時，歷年來也展出過多部知名作品，如 Cézanne, the Master of Provence（普羅旺斯大師

塞尚）、Gustav Klimt, Gold and Colours（古斯塔夫·克里姆的金色和彩色作品），以及

Monet, Renoir and Chagall: Journeys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莫內、雷諾瓦和夏卡爾

的地中海主題）。 

當日欣賞的作品為 Van Gogh, Starry Night（梵谷，星夜）和 Dreamed Japan: Images of 

the Floating World（日本夢，浮世影像）。前者長度約 15 分鐘，後者則長達 45 分鐘。

展覽將畫家的作品元素重新製作成動畫，搭配聲光音效，賦予作品全新的生命，讓觀

眾身歷其境。 

1. Dreamed Japan: Images of the Floating World（日本夢：浮世繪圖像） 

Dreamed Japan: Images of the Floating World（簡稱 Dreamed Japan）是一場展現

日本畫作的旅程，這些作品自 19 世紀下半葉起開始在歐洲流通，正值西方與日

本貿易開放之際。Dreamed Japan 充滿了對日本的想像，展現了藝伎、武士和神

秘靈魂的魅力。 

本次展覽的特點在於其對日本傳統藝術的平行探索，這些藝術作品曾受到 19 世

紀末歐洲印象派畫家的喜愛。將觀眾帶入一個幻想中的日本，場景中充滿了藝

伎、武士和神秘的人影。展覽中日本浮世繪的畫作逐幕呈現，情節分明，接著

神秘的貓獸在森林中出現，隨著音樂漸漸激昂，展現了葛飾北齋的《神奈川沖

浪裏》，整個地面充滿翻湧的海浪，鯨魚、章魚等海洋生物隨之湧現。隨後進

入江戶時代，觀眾得以探索武將和藝伎的歌舞場景，展覽最後以平靜和緩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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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結束，天燈由地面緩緩升起，佈滿整個天空，喚起人們的希望。雖然展覽僅

有短短 15 分鐘，深深打動了許多觀眾。 

19 世紀時，日本與歐洲的通商使浮世繪在西方流行，梵谷雖然從未親自踏足日

本，但他對浮世繪的濃烈用色深感著迷，還曾購入大量畫作進行臨摹。光之博

物館巧妙地將 Dreamed Japan 及 Van Gogh，Starry Night 兩部作品串聯在一起，

浮世繪版畫以其鮮豔的色彩和細膩的線條，與梵谷強烈的表現主義形成了迷人

的對比，突顯了兩種豐富而複雜的藝術傳統之間的相似之處和差異。Dreamed 

Japan 正好為接下來的演出 Van Gogh，Starry Night 提供準備，讓觀眾了解到梵

谷如何受到日本浮世繪的啟發，同時也展現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藝術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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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an Gogh，Starry Night（梵谷，星夜） 

展覽展示了文梵谷的一生及其作品，這位藝術家以大膽的筆觸和鮮豔的色彩而

聞名，徹底改變了現代繪畫。從他著名的《向日葵》到感人的自畫像，展覽呈

現了他動蕩而充滿藝術性的生活各個階段。無論是普羅旺斯的陽光明媚風景，

還是靜物畫中的情感，每幅畫作都展現了他痛苦而詩意的內心世界，陰影與光

線交織成引人注目的視覺舞蹈。 

展覽中包括《吃馬鈴薯的人》、《向日葵》、《星夜》以及《在亞爾的臥室》

等著名作品，讓觀眾沉浸在梵谷的畫作中。展覽追溯了他在阿爾勒、巴黎和普

羅旺斯聖雷米的生活，不同階段的作品呈現了他從早期的陽光明媚風景到後期

的夜曲、肖像和靜物的成長過程。作品中深色的陰影與暖色調相互交融，讓觀

眾感受梵谷過度、混亂而詩意的內心世界，並突顯出影與光之間的永久對話。 

在這場沉浸式展覽中，音樂配樂被巧妙地與作品和影像結合。梵谷的作品背景

音樂精心選擇，引導觀眾體驗其創作時的情感。配樂中的旋律和節奏隨著畫作

的變化而漸漸升華，讓觀眾感受到從寧靜到激昂的情緒波動。例如，當展示

《星夜》時，配樂中使用的低沉樂音與畫作中的渦旋星空相呼應，營造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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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的氛圍。隨著畫作的轉換，音樂也隨之變化，反映了梵谷在創作時的情境，

讓觀眾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作品的情感內涵。 

利用 AMIEX（沉浸式藝術與音樂體驗）技術，展場內的儲液罐、水池、立柱等

每個角落都被梵谷的色彩所覆蓋，讓整個空間充滿生命。觀眾可以在展場內自

由漫步，沉浸於不同的藝術空間，透過影片剪輯和音樂情境的結合，體驗畫作

的魅力，觀眾彷彿能從體驗中感同身受梵谷創作當下的情境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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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Dreamed Japan 與 Van Gogh，Starry Night 展覽，透過沉浸式體驗，將靜態的藝術作品

轉化為動態的視覺饗宴，成功地吸引了觀眾的目光。這也展現了如何透過科技賦予藝

術新生命，提供更沉浸、有趣的藝術學習體驗。透過視覺、聽覺的結合，讓觀眾不僅

能看到畫作，還能聽到畫中的聲音，甚至能感受到畫中的溫度。這種多感官的體驗，

能更有效地刺激觀眾的感官，激發他們的想像力。 

此外，好的軟體內容（劇本／文本／配樂）也是沉浸展覽成功與否的關鍵，台灣擁有

豐富的文化底蘊與自然資源，如傳統的廟宇建築、山川河流、人文風情，都蘊藏著無

窮的藝術創作靈感。我們可以將這些屬於台灣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沉浸式體驗中，將台

灣豐富的文化資源與現代科技結合起來，打造出具有台灣特色的藝術內容。 

(四)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 Mauritshuis 

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位於荷蘭海牙，是一座世界級藝術博物館，

以其豐富的荷蘭黃金時代繪畫作品收藏聞名。莫瑞泰斯宮建於 1636 至 1641 年

間，原本是一座私人住宅，由建築師雅各布·范·坎彭（Jacob van Campen）和彼

得·波斯（Pieter Post）設計，屬於荷蘭古典主義建築風格。 

  

美術館的收藏以 17世紀的荷蘭和法蘭德斯繪畫為主，包含許多著名大師的作品，

包括維米爾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倫勃朗的《杜普醫生的解剖學課》以及

揚·斯蒂恩、弗蘭斯·哈爾斯等藝術家的作品。展品總計約有八百多幅，涵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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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畫、風景畫、靜物畫和歷史畫。因為其豐富的「荷蘭黃金時代」藝術作品，

及其高雅而集中的展示布局，每年吸引了全球各地的藝術愛好者前來。 

【考察重點紀錄】 

博物館致力於為家庭和兒童提供豐富多樣的體驗，並被兒童票選為荷蘭最受歡

迎的博物館之一。此外只需提前預約免費時段即可，18 歲以下的觀眾可以免費

參觀。 

館方為孩子兒童設計了許多教育活動，其中包含兒童的主題導覽，並提供免費

的活動手冊（附貼紙）（附件 8.）「Mauritshuis 的動物」，孩子們可以在老師

及自然歷史專家的指引下，發現藏品中的隱藏動物，像是一場刺激的尋寶之旅，

活動不僅能引導孩子與藝術品互動，也增強了兒童對大自然及畫作的好奇心。 

「Maurits Mouse - Painting Workshop (4+)」 活動為年幼的孩子創造了一個生動

的角色體驗。孩子們可以在小老鼠的故事中認識博物館經典藏品如《戴珍珠耳

環的少女》，並在活動中親自繪畫創作，為藝術之旅增添趣味性。還有開放式

的藝術工作坊，無需預約，孩子們可以在老師的指導下隨心創作，不論是繪製

夢想中的風景還是奇妙的動物，這些活動讓孩子們的想像力盡情釋放。 

 

  



65 

 

(五) 梵谷美術館 Van Gogh museum 

梵谷美術館（Van Gogh Museum）26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專門展示荷

蘭畫家文生．梵谷及其時代藝術的博物館。於 1973年開放，以收藏及展示梵谷

的作品及其相關文獻為宗旨。博物館由荷蘭建築師惟慕爾爵士（Gerrit Rietveld）

設計，後來由日本建築師黑川紀章設計擴建，增加了展覽空間。其在藏品與展

覽特色上，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梵谷作品收藏，包括 200 多幅畫作、500 多幅

素描和 700 多封信件。重要作品如《向日葵》、《鳶尾花》、《自畫像》、

《星夜》等都在此展出。除了梵谷的作品，館內也展示同時代其他藝術家的作

品，幫助觀眾將梵谷的作品置於更廣闊的藝術背景中理解；特展覽則是探討不

同主題和時代背景，以增加對梵谷及其藝術的理解；教育活動豐富，包括講座、

工作坊和針對學校團體的導覽；以增強民眾對藝術的欣賞能力；在研究與蒐藏

上，梵谷美術館不僅是一個展示空間，還是一個研究中心，致力於深入研究梵

谷的生活、藝術創作和影響。館方也致力於作品的保存和修復，確保這些珍貴

的藝術品能夠被後世所見；最後是其建築特色：除了主要建築，擴建部分以其

現代設計而著稱，為館內提供了更多的展覽和活動空間。 

【考察重點紀錄】 

館內展覽以質、量、內容著稱27，以下是展區介紹28： 

1. 地面樓層（Ground Floor）：接待和票務區 

這是進入美術館的第一站，設有專業的工作人員提供資訊和票務服務，幫助觀

眾瞭解這裡的展覽和即將舉行的活動。引導區與導覽資訊：以與梵谷面對面為

主題，依時間序列展出多幅梵谷肖像畫像，讓參觀者對他有基本的了解。臨時

展覽區：這個區域常舉辦與梵谷相關的特展，如展示他對其他藝術家影響的展

覽、或主題性的研究，展品一般定期更新以保持新鮮感。 

                                                
26 https://www.vangoghmuseum.nl/en 
27 https://www.vangoghmuseum.nl/en/collection?q=&Artist=Vincent+van+Gogh 
28 https://www.vangoghmuseum.nl/en/visit/floo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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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樓展區 

依據不同樓層有不同的配置，主要可分為梵谷與其不同時期畫作、梵谷與其朋

友與家人、梵谷與其對後世的影響。可看出梵谷的藝術風格，受到不同時期生

活樣貌的影響，包括著名作品《吃馬鈴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即受到農村

生活的影響，居住巴黎時期繪畫風格的關鍵性轉變，受日本浮世繪影響的繪畫

風格。展品介紹了他在荷蘭的生活背景以及受到地方風俗和生活的啟發。觀眾

可以用手機或平板電腦進一步了解每幅作品的背景故事和藝術技巧。此外還有

梵谷的信件，專門展示梵谷與弟弟提奧之間的信件，這些信件不僅關於藝術創

作，也揭示了他的情感與心理狀態。透過信件呈現出的文字與畫作互動，觀眾

可深刻理解他的創作動機。展場規劃梵谷色彩實驗展區，展示梵谷早期的色彩

實驗，探索他如何把色彩應用於不同的主題和情感，並展示了他對光影的運用。 

梵谷及其後續影響在於聖雷米時期的創作，包括他經典的《向日葵》

（Sunflowers）和《麥田中的烏鴉》（Wheatfield with Crows）。這些畫作展示

了他晚期的情感狀態及技術上的變化。 

3. 咖啡廳與商店（Café and Shop） 

咖啡廳以舒適的環境為特色，提供各式咖啡、茶飲以及輕食，如三明治和甜點，

是觀眾在參觀後放鬆心情的好地方。裝潢風格簡約並呈現藝術氛圍，參觀者可

以在此欣賞到與梵谷相關的藝術作品和主題；紀念品商店：商店內有多樣化的

商品，從梵谷的畫作再到相關書籍和學習材料，還包括藝術品複製品、明信片、

文具、畫冊和家庭用品。這些商品讓參觀者可以將梵谷的藝術帶回家，作為獨

特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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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美術館不僅是對這位偉大藝術家作品的展示，也是對他的生活、創作過程和藝術

影響力的全方位探索。每層展覽都設計得引人入勝，通過多媒體和互動式展品增強觀

眾的體驗，特別適合各年齡層的參觀者，讓人更深入的理解梵谷的藝術與人性。通過

這些樓層的精心規劃和多樣化的展覽，梵谷美術館成功地將參觀者帶入梵谷的世界，

激發對藝術和文化的興趣，並促進與藝術的深度對話。這使得梵谷美術館成為藝術愛

好者、學生以及家庭的理想參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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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梵谷美術館的設計和展覽經驗能為籌備本館提供許多寶貴的啟發，以下是一些關鍵點： 

1. 互動性與參與感：運用多媒體和互動展示來增強參觀者的參與感。若引入兒童

博物館，設計互動展品和體驗，使孩子們從體驗中參與學習和探索。 

2.  結構化展區：多層次展區設計使得作品有條理的展示，便於觀眾理解藝術家的

一生和創作過程。兒童博物館可以分為不同主題的展區，讓孩子們自己探索。 

3. 故事性：梵谷的生平故事和書信交流貫穿展覽，使得作品更具吸引力。兒童博

物館可以同樣注重故事性，透過生動的故事情境來介紹展品和主題，讓孩子們

能夠在情感上產生共鳴。 

4. 藝術和創造性元素；梵谷作品強調視覺藝術的重要性，兒童博物館可以設計藝

術創作區域，鼓勵孩子們使用不同的材料和媒介進行創作，激發想像和創造力。 

5. 多樣化的教育活動：講座和工作坊為參觀者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機會。兒童博物

館應考慮設置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教育活動，吸引孩子們和家庭參與。 

6. 情感與心理健康的關注：梵谷的生活故事和情感狀態都展示了藝術與心理健康

之間的密切聯繫。兒童博物館可以引入心理健康的主題，設計活動幫助孩子們

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培養同理心和情緒管理能力。 

7.  社群與家庭參與：梵谷美術館努力提供友好的環境來吸引不同類型的參觀者。

兒童博物館應當思考如何吸引社區家庭與孩子們的參與，設計合作活動和親子

互動環節，加強家庭之間的聯結。 

8. 持續更新與創新：梵谷美術館定期更新展覽以保持新的吸引力。兒童博物館也

應保持展覽內容的多樣性和新鮮感，及時引入當前的科學技術、藝術潮流或社

會議題，讓孩子們持續保持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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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安妮之家 Anne Frank Huis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29是一位著名生於德國的荷蘭猶太人少女，因她在

二戰期間所寫的日記而聞名於世。安妮日記不僅展示了一個年輕女孩的思想成

長，也為世人提供對歷史的重要見證。她的故事至今仍感動著全世界無數人。 

安妮之家是在 1957年 5月 3日與安妮．法蘭克的父親奧托．法蘭克（Otto Frank）

合作之下而促成。其由獨立的非營利民間組織所經營，長期努力於將安妮在二

次大戰期間，因為荷蘭受到納粹入侵，而躲藏在房子裡的歷史記憶，透過博物

館的技術，讓全世界能夠認識。該館擁有約一百位員工，致力打造成為具有公

共服務、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功能的博物館。其長期蒐藏與安妮有關的第一手

生活、個人物件，蒐藏的工作也受到來自安妮父親的協助，得以持續研究隱藏

於這些藏品背後的歷史脈絡以及未被揭露的人際網絡及其遭遇。該館所擁有的

藏品有法蘭克家族的肖像照、安妮的日記、電影放映會邀請函、因為戰亂無法

帶走而送給鄰居小孩的玩具彈珠、與祖母的合照、書櫃、海報、明信片等。 

【考察重點紀錄】 

該館展示設置於法蘭克家族於阿姆斯特丹當時居住與躲藏之地，透過動線設計與空間

安排，巧妙呈現出建築物的前台香料貿易公司（Opekta）與後台躲藏空間，搭配著安

妮日記中的語句以及影片、照片、相關文物，空間復原，打造了讓觀眾沉浸其中的參

觀體驗，因該館禁止拍照，以下就各展區做簡要說明： 

1. 故事的開始 - 影片與介紹 

旅程從一段影片開始，描述二戰爆發及安妮一家如何尋求庇護，隱藏在阿姆斯

特丹的附屬屋中。一入門後，映入眼簾的是安妮的護照照片、家庭合照、父親

奧托·弗蘭克的工作介紹，以及他們遷移到荷蘭的背景。「戰爭是猶太人災難的

開始」，安妮在日記中如是記載。 

                                                
29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story/GQUxAm6liAwA8A?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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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猶太政策的影響 

二樓的展示空間揭示了納粹反猶太政策對日常生活的侵害，如被剝奪騎行自行

車和使用公共交通等權利，及購物和外出受到時間限制。牆上展示了識別猶太

人的六角星布章和安妮姐姐瑪格的學籍證明，明確標註猶太血統。這部分空間

位於二樓第三間。 

3. 公共空間的管制政策 

展覽中展示了 1941 年以來猶太人在公共場所受限制的政策，市場與公共場所標

有禁止猶太人進入的標識。安妮的日記詳述了無法進入娛樂場所、夜間禁足及

被限制在猶太學校受教育等情況。1941 年初，427 名猶太男子被押往茂特豪森-

古森集中營（Das Konzentrationslager Mauthausen），這標誌著猶太人的危機感

與突如其來的變故。展覽包括地圖和家族照片，展示猶太人集中區，而弗蘭克

一家的藏身地則不在這地圖上。 

4. 藏身前的準備 

在進入主屋頂樓前，參觀者經過一段狹窄的樓梯，這裡描述了當時貝普．福斯

闊爾（Elisabeth (Bep) Voskuijl）、梅普·吉斯（Miep Gies）及喬納森．克萊曼

（Johannes Kleiman）等如何為隱藏的家庭提供物資。安妮日記描述了每個人的

分工與角色。 

5. 開始藏匿 

三樓展示了瑪格 1942 年收到的納粹德軍工作通知，這催促了他們的藏匿行動。

他們把必需品及安妮最珍視的日記藏入一個盒子，其中包含 1942 年 7 月 5 日的

日記和其他珍貴物品。 

6. 躲藏空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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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隱秘附屬屋的入口在書架後，這裡展現了當時的現狀。後棟的生活空間狹

小但滿載故事，顯示出奧托、伊迪絲及瑪格所居住的地方，其中細節如收音機

發出的微弱聲音和安妮成長記錄等都令人動容。 

7. 日常生活與挑戰 

展覽進一步描述了安妮房間中滿牆的圖片與剪貼，以及她記錄的每日小事。浴

室變得不再使用等生活變化，在日記中都有記載。腓特烈、赫曼與佩爾斯夫婦

的個人物品，以及他們的角色和貢獻，也在這裡進行詳細展示。 

8. 捕獲與結束 

當 1944 年盟軍到來的希望未能兌現，安妮一家被發現的情景和被押往集中營的

命運由影像呈現。奧托·弗蘭克是家中唯一的倖存者，他的後續生活展現在這裡，

並提到這是他們一家最後一次共同旅行。 

9. 新建築中的紀念與反思 

在新建翼樓的地面層，展示著從集中營中倖存的猶太人的個人記錄卡片，以及

安妮與瑪格的生命故事。這是集體紀念的空間，瀰漫著安靜與反思的氣氛。 

10. 捐贈與歷史的延續 

最後，展覽展示了捐贈者 Jaaueline Sanders 的收藏，其中包括安妮的手稿和她初

次日記的珍貴影像，象徵著她不滅的影響力和歷史意義。 

這段旅程不僅讓觀眾了解弗蘭克一家在那段黑暗時期的掙扎與希望，也是對抗歷史記

憶被遺忘的有力教育工具，啟迪後人珍視和平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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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當本館未來籌備展覽時，可以就以下這些方面來創建一個有趣且教育意義深遠的空間： 

1. 故事基礎架構：根據安妮之家的展示方法，可以考慮選擇一個強有力的故事框

架來組織展覽，這可以幫助孩子們對所學內容形成清晰的理解。例如，圍繞某

個歷史事件或著名人物的故事來構建展覽。 

2. 互動性展示：設計互動性展覽，比如身歷其境的體驗空間，讓孩子們能以感官

方式參與學習。例如，運用多媒體和角色扮演，幫助孩子們在模擬的環境中學

習歷史、科學或藝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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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和娛樂的結合：在展覽中結合教育和娛樂，以遊戲化的形式呈現資訊。這

樣可以增加參觀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比如，設置解決謎題依次解鎖不同部分內

容的遊戲。 

4. 文化和歷史的體認：藉由展示不同文化或歷史性的故事，鼓勵孩子們理解多樣

性和人類的共同經驗。這可以通過展示不同時代或文化的日常物品來實現，例

如使用複製品或互動式縮景模型。 

5. 安全和包容的設計：注意展覽設計需具備安全性和可達性，確保所有年齡段的

孩子，包括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都能安全參與活動。 

6. 參與式學習：在展覽設置中加入需要合作與互動的項目，如小組挑戰或討論環

節，可以提高孩子們的社交技能和團隊協作能力。 

 (七) 荷蘭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30位於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最大的博物館之一，

以其豐富的藝術和歷史藏品而著稱，成立於1800年，最初位於海牙，後於1808

年遷至阿姆斯特丹。現在的博物館建築由建築師彼得·庫佩爾斯設計，於 1885

年開放，結合了哥德式和文藝復興式的建築風格。 

在藏品與展覽上，博物館擁有 80 萬件以上的藏品，展示了荷蘭從中世紀到 20

世紀的藝術和歷史。藝術藏品包括著名的荷蘭黃金時代畫作，如林布蘭的《夜

巡》和維梅爾的《倒牛奶的女僕》等傑作。除了繪畫，還展出雕塑、裝飾藝術、

亞洲藝術及豐富的印刷品和照片。重要展廳與展品則有「榮耀畫廊」是博物館

的中心，展示了最著名的荷蘭大師作品。博物館中還有專門的區域展示荷蘭的

歷史，涵蓋從中世紀到現代的發展。經過廣泛的翻修和現代化改造，博物館於

2013 年重新開放，提升了展覽空間和公眾設施。在教育與活動上，

Rijksmuseum 致力於通過教育計劃和各類活動促進藝術和歷史知識的普及。博

                                                
30 https://www.rijksmuseum.nl/nl?gad_source=1&gclid=CjwKCAjwg-24BhB_EiwA1ZOx8u9iYuxtBEgB5HASHzmFfmr8-
aQm7Ao9ydLwHC6rA7Zn-Xz7HA38_RoCyjEQAv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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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同時提供導覽、兒童工作坊以及特別展覽，使各年齡層的參觀者都能享受

到豐富的文化體驗。 

【考察重點紀錄】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是荷蘭最具標誌性的文化機構之一，蒐藏來自於早期

皇室的蒐藏以及後續海外大冒險時代殖民地的蒐藏，其中也有與臺灣相關的館藏31，目

前展出《很久很久以前…荷蘭與臺灣》特展32，此外，館方也致力於讓兒童與家庭觀眾

能夠更親近珍貴的藏品，近年來在每年 10月家庭月即與知名 IP迪士尼合作，設計互動

教案。博物館各樓層展區除了依據年代還依作品風格與類型展陳，讓觀眾容易理解彼

此關聯，本館共有 0-3樓，依據不同年代與作品類型分區，從其各樓層藏品可以看出荷

蘭藝術史發展與國家歷史的高度重疊，該館展區呈現了豐富的蒐藏，包含了荷蘭宗教

藝術、洛可可藝術、新古典時期藝術等等，更收藏了大量荷蘭黃金時代的畫作，參觀

者可以更系統地了解荷蘭藝術，從歷史畫作到靜物畫，再到肖像畫，每一類別皆有解

說和背後的故事；此外還包括裝飾藝術、工藝品，呈現了荷蘭傳統工藝品製作技術其

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另有來自東西印度公司所蒐藏的物件，展出來自中國、日本和印

度的藝術品和器皿，呈現文化的交流。這些珍品不僅顯示了荷蘭的貿易網絡，也體現

出亞洲文化對荷蘭藝術的影響；荷蘭藝術上的發展並不止於 11-18 世紀的畫作與藝術

品，因此，也蒐藏 19-20 世紀荷蘭當代藝術的作品，突顯荷蘭藝術發展的多元性。 

展區的精細規劃和設計，不僅使參觀者能直觀地欣賞藝術作品，也促進了對藝術背景

和歷史的深度理解。這使得無論是藝術專業人士還是普通遊客皆能獲得啟發和學習。 

                                                
31 https://www.rijksmuseum.nl/en/content-search?q=Taiwan 
32https://www.facebook.com/page.cctp/posts/pfbid0yebisaCNAcvSXJTP8KWJPBb5t2jp5NJWij4FjWgg8vV61p4jHsYUnn8xJeoLsM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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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收穫】 

博物館展區的經驗可以為籌建本館提供多方面的啟發，以下是一些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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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樣化的展區設計：荷蘭國家博物館的展區按主題劃分，幫助參觀者有條理地

探索。兒童博物館可以參考這一結構，設置多個主題專區，讓孩子們依興趣和

年齡自由選擇探索的內容。 

2. 互動體驗：博物館中運用的互動展品和多媒體展示讓參觀者更深入的理解藝術

與歷史。對於兒童博物館，設計具有互動性的展品和活動可以吸引孩子們的注

意力，增強他們的參與感和學習體驗。 

3. 故事性與教育功能：在展覽中強調藝術家的故事和文化背景，能夠讓參觀者感

受到歷史的延續性。兒童博物館可以引入故事性元素，以生動的講述方式介紹

展品和主題，增強孩子們的理解和記憶。 

4. 藝術與創意：博物館展示了許多不同風格的藝術作品，對於兒童博物館，可規

劃設計藝術創作區，鼓勵孩子們進行創意表達，培養創造力。 

5. 不斷更新的特展：博物館的特別展覽為參觀者提供了新鮮的內容，兒童博物館

也應定期更換展覽和主題，保持參觀者的興趣，吸引重複訪問的家庭。 

6. 教育推廣活動與參與：博物館不定期舉辦工作坊和活動，增強社區互動。兒童

博物館同樣可以設計針對不同年齡的活動，讓孩子們和家長一起參與，促進家

庭之間的互動。 

7. 包容性設計：博物館考慮到所有參觀者的需求，恰當的無障礙設施使所有人都

能方便參觀。籌建兒童博物館時，應確保設施對所有使用者友好，並提供適合

身心障礙觀眾的學習和探索空間。 

8. 數位化資源：博物館利用數位化導覽來豐富參觀者的體驗，兒童博物館可以考

慮設計平板/手機應用程式或引入數位內容，如 AR（擴增實境）和 VR（虛擬實

境），提升孩子們的探索樂趣。 

9. 家庭友好的環境：博物館內設有咖啡館和舒適的休息區，兒童博物館也應提供

家庭友好的設施，營造一個輕鬆舒適的環境，讓家長和孩子們能夠愉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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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設施考察:兒童遊戲場及相關設施考察 

(一) 拉維萊特公園 龍兒童遊戲場 Parc de la Villette-Jardin du Dragon 

拉維萊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

位於法國巴黎，是一個結合自然與

文化的廣闊公園，其中的龍兒童遊

戲場（Jardin du Dragon）特別受到家

庭與孩子們的喜愛。這個遊戲場的

特別打造了東方龍形狀的溜滑梯，

結合了創意與教育性為孩子們提供

了一個富有想像力的遊樂空間。遊

戲場內設有多種攀爬設施、滑梯和

互動裝置，孩子們可以在這裡自由

探索和玩耍，提升他們的運動能力和社交技巧。 

【考察重點紀錄】 

1. 龍形溜滑梯 

龍形溜滑梯是遊戲場的亮點，從龍頭到龍身巧妙依地形而建，到溜滑梯頂端的

不是樓梯，而是各種的攀爬架或跳椿，孩子一面訓練大肌肉，一面感受冒險的

樂趣，滑下時的刺激體驗讓孩子尖叫聲不絕於耳。滑道不是全開放的，而是部

分封閉並向內微彎，在速度感與安全性取得絕妙的平衡，適合各年齡層的孩子。  

2. 其他遊戲設施 

遊戲場內還有多種網狀攀爬設施、滑梯、鞦韆、蹺蹺板和互動裝置等，挑戰孩

子們的平衡和力量，設計風格與龍形溜滑梯巧妙結合，各設施有 2-6、4-8、6-

10、8-14 分齡告示牌，較臺灣一般公園遊戲場之分齡細緻，地面採用無縫彈性

地墊以減少摔倒時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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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與沙丘兒童遊戲場 Folie des vents et des dunes 

風與沙丘兒童遊戲場是法國拉維萊特公

園的另一個遊戲場，藉由結合自然環

境，創造出可供遊玩和放鬆的綠色空

間，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平衡、協調和

社交技能。這個遊戲場與開放式的龍兒

童遊戲場不同，有圍籬、出入口管制

站、管理員及開放使用時間。 

【考察重點紀錄】 

1. 沙丘結構 

遊戲場的核心是模仿自然沙丘的起伏設計，孩子們可以在這些沙丘上攀爬、滑

行和探索。這不僅有趣，還能幫助他們發展平衡感和肌肉力量。 

2. 風的元素 

遊戲場中，設置了多個風車和腳踏旋轉裝置，這些設施利用風的力量來增強遊

玩體驗，讓孩子們在風中感受自然的變化。 

3. 其他遊具 

設有不同高度、形狀，安全又富有趣味的滑梯、攀爬、擺盪、彈跳遊具，挑戰

孩子的平衡和協調能力，適合各個年齡層，讓孩子們反覆玩耍。 

4. 社交和休息區 

除了遊戲設施，遊戲場還設有休息區和座椅，讓家長、陪伴者可以舒適地觀察

孩子遊玩，同時也提供了社交空間，促進家庭和朋友間的互動。 

5. 分齡規劃 

風與沙丘兒童遊戲場比龍兒童遊戲場有更明確、更廣泛的分齡規劃與標示，年

齡從 0-2、3-5、6-8、9-12 歲，讓不同年齡層的孩子很容易找到適合玩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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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遊戲區的安全設施 

遊戲場的地面通常覆蓋有柔軟的材料，如人工草皮、彈性地墊、橡木塊以減少

摔倒時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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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羅浮宮 Musée du Louvre-考察 停車場、售票大廳、公共服務區 

巴黎羅浮宮為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博物館之一，典藏數萬件古代文明雕塑、文藝

復興時期畫作及現代藝術品等文化遺產，建築物也經過重新規劃，古典與前衛

風格兼具，每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超過萬人，對於訪客服務空間，以及為兒

童及家庭打造的藝術學習工作坊空間，是本次考察的重點。 

【考察重點紀錄】 

1. 服務大廳 

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大廳是博物館的標誌性入口，也是整個羅浮宮的中心，建

築師貝聿銘（I. M. Pei）特過獨特且透明的幾何形狀讓自然光進入地下 2 層的服

務大廳，營造出明亮的室內空間，並與周圍古老建築形成對比，成為羅浮宮現

代化改造的一部分。大廳內設有服務櫃台、自助行李寄放區、休憩家具等，遊

客可以在此獲取多國語言的展覽資訊服務及導覽地圖。大廳並連接紀念品店、

精品賣店及地下停車場，經詢服務人員，羅浮宮博物館與精品賣店現為不同營

運單位，故於賣店廣場前增設閘口售票及管制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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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藝術學習工作坊 The Studio 

為了激發年輕觀眾的藝術潛能和創造力，羅浮宮在黎希留庭院的地下一樓打造

藝術學習工作坊-The Studio。本次考察其中的「The Forum」空間，館方將這裡

的空間定調為「歡樂和交流的場所」，設置階梯式的座椅放鬆區、親子動手做

遊戲區等。或許因為法國主辦 2024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故，大部分設施與奧運

主題有關，如跑道、射箭、足球臺等，展示設計著重在親子互動及共學，相關

家具如桌椅、垃圾桶高度等均特別注意兒童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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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士停車場 

羅浮宮位於巴黎精華地段，遊客往來不絕，雖然周邊大眾交通運輸已非常便利，

館內為因應不同客群，仍有設置接送團體客之巴士停車場。本次勘查之巴士停

車場設置於羅浮宮地下 3 樓，停車席位約 35 輛，訪客出入口與地下 2 層大廳層

直接相連，非常友善易達；停車場設置人行專用通道及護桿，車道地面繪製醒

目行穿線，空間安排上首重訪客安全，而不是追求停車數量；照明主要設於人

行通道及柱邊防撞警示，沒有多餘的燈具或全面照明以節約能源；此外停車場

至地面層的連接車道利用羅浮宮廣場的腹地，沒有太多彎曲迴轉，對於車輛進

出安全及通視很有助益；但空氣品質沒有特別處理，車輛廢氣及悶濕的氣味是

地下停車場常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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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阿姆斯特丹中央圖書館 Openbare Bibliotheek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中央圖書館是荷蘭最大的公共

圖書館之一，也是阿姆斯特丹的重要文化

中心。圖書館位於城市的心臟地帶，靠近

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具有現代化的設計

和廣泛的資源，內部空間開放、明亮，提

供舒適的閱讀和學習環境。 

【考察重點紀錄】 

1. 兒童圖書館 

雖然設於 B1層，但運用 1樓抬高、中庭挑

空與高低差，讓光線與視線透入，打造明

亮、色彩繽紛的空間，書櫃、傢俱、燈具

等的選用、排列兼具舒適性和趣味性，讓孩子們感到愉快和放鬆。兒童書籍藏

書豐富，從繪本、故事書到小說，涵蓋各個年齡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隨

處可見舒適的座位和閱讀角落，孩子們可以在這裡靜靜地閱讀或與朋友一起分

享故事。除了書籍，兒童圖書館還設有遊戲區，提供各種遊戲和學習工具，讓

孩子們在玩耍中學習和發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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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屬商業空間-咖啡廳 

以圖書雜誌為主題，視野可俯瞰一樓大廳，館內自明性極佳。開放式的布局與

圖書館的其他區域連接良好，促進了空間的流動性，讓顧客隨時可以進出。咖

啡廳使用木質元素作為主要材料，仿古的桌椅及裝飾帶來溫暖和舒適的感受，

此外，除了視覺上的調和，咖啡濃郁香氣也提升了整館的閱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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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及建議事項 

一、結論 

此次法荷參訪大多數館所，源自歐洲文化與歷史的厚度，在博物館發展的歷程上多是

以蒐藏為出發，自出現展場空間後，方有展場與蒐藏庫等前台與後台的區分，兒童廳

更是在博物館教育功能逐漸顯現後，各館逐漸重視並建置兒童廳，其在建置的過程多

以明確的目標年齡層做規劃，或是以教育活動、特展等形式辦理。在此脈絡發展下，

兒童廳雖作為各館附屬空間，但兒童、親子與家庭觀眾已是各博物館重要客群，各館

所致力於結合蒐藏、研究、展示、教育，發展出不同吸引兒童、親子與家庭觀眾的策

略，以下可歸結幾點特色： 

（一） 以兒童為對象的展演空間：旨在提供專屬的多元學習與互動空間，促進兒童

的全面發展，並以觀眾為中心，強調創造以孩童為核心的探索式環境，提升

他們的認知能力、社交技巧與自信心。 

（二） 法荷館所成功經驗，強調設計轉化的重要性：綜觀此次參訪，可以發現法國

及荷蘭各類型博物館逐步發展成綜合型與整合性的館所，其在展示主題已提

示基礎學科對於觀眾啟發的重要性，並透過輕巧與具有融合性的設計，帶給

兒童有更多人文社會、藝術與科學性的靈感。 

（三） 遊戲化與故事性的內容與空間規劃：以動手做和遊戲為主的學習方式，能有

效提高孩童的學習動機與參與感。 

（四） 安全與友好的環境設置：注重遊戲區和閱讀空間的安全性，創造舒適的兒童

與陪伴者的互動氛圍。 

（五） 全面的公共服務設施：確保遊客需求得到滿足，無論是資訊服務、寄物或停

車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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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建議以議題式、跨領域及跨學科的方式策展，並以藝術為媒介，將所欲傳達

的內容，轉化為貼近兒童生活經驗、且具普世性、兒童感興趣的內容／故事 

本次訪查工業城及 NEMO 的展示內容，可以發現，與 7 月本處美國考察的結

論相同，兒童博物館的展示內容須因應兒童的年齡及需求，設計服膺兒童生

活經驗及其發展階段需求做設計，並透過展示內容及手法，培養兒童的認知、

情緒或是身體等各方面發展。美國多數兒童博物館及工業城兒童廳的官網展

示介紹33，均會強調每個展覽所欲達成的目標、培養的能力。 

然而，儘管美國與法國、荷蘭在展示所欲達到目標上達成一致，本次考察發

現，在展示主題及內容的建構上，法荷的展示文本相對較為複雜、隱喻、且

富哲學性。以工業城特展為例，無論是「跳舞」還是「變形記」，兩個展示

文本都包含自然科學及人文藝術面向（參下表）。 

 自然科學 人文藝術 

跳舞 
跳舞的基本元素－轉、跳、走的科學及

物理概念 

舞蹈的文化及藝術面向（不同文化的舞

蹈、舞蹈的編排及賞析） 

變形

記 

自然界的動植物生長轉變／變態、科學

現象、影子遊戲等 

關於轉變、蛻變、變身等概念的故事文

本；藝術創作（繪畫及編故事等） 

而透過與工業城的訪談，館方不斷向我們強調，兒童的生活經驗是「不分科」

的，所以提供給兒童的展示內容，會儘量以主題的整體性做思考，也就是主

題所涵蓋的各種面向，像是自然生態、物理科學、文化歷史、藝術美感等不

同的面向，透過策展的轉化，發展成合適的文本，經過研究和評估，完成一

個真正切合兒童經驗，有趣、好玩的兒童展示。 

此外，本次考察所有與兒童主題相關的館所，在展示手法及內容上，都可以

看到強烈的「藝術性」，最常見的展示包括數位繪畫裝置、共創藝術版、繪

                                                
33 工業城展示說明：促進社會性發展發、展語言表達能力、提升空間感、發展邏輯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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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書、戲劇等，工業城的 Fatima 女士也向我們強調，「藝術（art）」

是做為所有兒童展示中最重要的「媒介」，因為藝術是最容易與兒童溝通的

語言。綜上，建議本館未來展示應以議題式、跨領域及跨學科的方式策展，

並以藝術為媒介，將所欲傳達的內容，轉化為貼近兒童生活經驗、且具普世

性、兒童感興趣的內容／故事。 

（二） 建議展示規劃須有整體性與架構性的思考，並透過建築空間配置打造具有多

層次以及由具象至抽象的議題配置，讓來館者有系統性的體驗 

透過此次參訪，可以發現法國、荷蘭各館所對於分齡的重視，但並不禁止不

同年齡的陪伴者和個人參觀者進入，考量本館空間限制、兒童相關展示並非

是次要空間、而是主要常設展空間，基於家庭觀眾與陪伴者需求等因素，故

建議應於內容做難易度的漸進式規劃，而非嚴格設定展區年齡限制；在內容

層次建議可掌握通則性議題、特殊性議題，並依據不同議題處理現象認識層

次、技術製作與應用層次、思考與批判層次，再結合不同的展示互動與故事

性、遊戲性的手法，讓觀眾有整體性與系統性的體驗。 

（三） 建議本館未來的建築、展示、活動企劃應融入兒童「共創」及「參與」的概

念 

透過工業城及龐畢度訪問交流，兩館皆與我們分享觀眾「共創」及「參與」

的實際案例，工業城的「嬰兒實驗室」以「永續」為號召，向地方社區「廢

物」再利用的活動，向社區募捐家中不需要的物品來「共創」全新的展示空

間；而龐畢度向我們分享的 A factory of ideas to reinvent the city 的新展覽，則

是近年來的趨勢「兒童策展」及「兒童共創」的實作，透過工作坊邀請兒童

創造屬於自己的城市景象，接著藝術家再融合兒童們的創意，與兒童一起打

造展覽。這些操作已成為博物館界的新趨勢，透過這種與觀眾「共創」及

「參與」的模式，不僅可以加深觀眾與博物館的連結與認同，同時也能更貼

近觀眾（尤其是兒童）的偏好與需求，打造真正好玩且受兒童歡迎的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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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本處應盡快加入國際博物館組織，參加相關研討會，掌握國際兒童／博

物館教育發展趨勢，加入國際交流平台 

自本處成立以來，不斷進行有關兒童／博物館／教育相關資料彙整及研究，

體認到加入國際交流平台之迫切，而透過與工業城的訪談，Fatima 女士更是

大力建議本處應在展示發展階段，盡快參與國際研討會，且不限於由兒童博

物館類型的國際組織34主辦的研討會，如 Ecsite （歐洲科學博物館與科學中心

年會）雖以科學中心為主，然而「議題式／主題式的策展」已成為當今科學

中心/博物館的策展主流，這與前述兒童的生活及學習經驗不謀而合，因此參

加 Ecsite 將對本處策展主題的發展十分有幫助。 

（五） 建議本館戶外遊戲場設計優先考慮以自然為主題的遊戲設施，以兒童遊戲及

教育為核心，同時兼顧社交與休息之需求 

法國拉維萊特公園兩個兒童遊戲場各有值得參考借鏡之處，首先是設計主題

與特色，如同風與沙丘遊戲場，優先考慮以自然為主題的遊戲設施，本案建

議利用基地豐富的樹木和自然環境，創造一個宜人的遊玩氛圍，讓孩子們在

遊戲中感受自然的變化，並融入一些教育性概念，幫助孩子在遊戲中學習；

遊具的創意造型也必須考慮，如龍兒童遊戲場的溜滑梯，設計如動物形狀的

攀爬架或隧道等獨特的遊戲設備，讓孩子們在遊玩中激發想像力。 

此外建議在遊戲場內設置不同的區域，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適合的設施與安

全環境，並明確標示方便家長和孩子選擇，而多樣化的設施和互動遊戲裝置，

挑戰孩子的運動與協作能力，打造兼具安全性、趣味性和教育性的兒童遊戲

空間。遊戲場的社交與休息區也是設計重點，建議設置舒適的座椅和休息區，

讓家長或陪伴者可以放鬆地觀察孩子，同時促進家庭和朋友間的互動，增強

孩子們的社交能力。 

（六） 建議本館說故事空間引入充足的自然光，創造明亮、安全、活潑的閱讀環境 

                                                
34
 目前歐洲最大的國際博物館組織為「動手做！國際兒童友善博物館協會」（Hands 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ldren in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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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阿姆斯特丹中央圖書館的兒童圖書館設計，建議設計大面積的窗戶或天

窗，讓自然光充足進入圖書空間，創造明亮而愉快的閱讀環境，並使用色彩

繽紛、圓滑、柔軟的裝飾和傢俱，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營造出安全、活潑而

富有創意的氛圍。座椅選用地墊、沙發等不同形式並創造一些隱蔽的閱讀角

落，讓孩子們可以靜靜地享受閱讀，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位置，也建議設置結

合遊戲和學習的區域，提供有聲繪本、拼圖和其他教育性遊戲，或進行可以

說故事的空間，讓閱讀和社交活動相輔相成。 

此外，或許可以結合親子餐廳，設計一個與故事主題相呼應的菜單及環境，

讓孩童在經歷故事大冒險後，在愉悅的氛圍中用餐，延續冒險的記憶與感動，

並增進親子間的互動。 

（七） 建議本館應設置完善的公共服務及停車空間，以利滿足遊客之需求 

根據羅浮宮公共設施空間的考察， 建議入口大廳使用大面積的玻璃牆面，營

造明亮開放的氛圍，參考羅浮宮設置玻璃金字塔的概念，設置適合本館氛圍

的藝術設施，吸引訪客進入；大廳的服務櫃台、資訊區必須能提供多語言服

務，方便不同國籍的家庭和遊客；另考量親子、家庭遊客或參訪團體的需求，

相關嬰兒車、書包等寄放特別重要，建議設置不同尺寸且足量的自助寄物區，

方便管理並節省人力；大廳設計建議考量舒適的休憩區，提供沙發和座椅，

讓家庭有可以放鬆的空間，同時也促進社交互動，並須考慮團客集合區，避

免大廳空間於尖峰時段過於擁擠。 

本案基地位於精華地段，並為火車、高鐵、捷運、公車、客運等公共運具的

匯集點，大眾運輸發達，但考量不同客群之交通方式，建議酌量設置計程車

停等區、汽機車停車位及大客車停車位；另鑒於羅浮宮巴士停車場的考察體

驗及本案基地條件，建議大客車停車場設置於地面層，獲得較舒適的乘車環

境，以及樽節興建、維護成本，並考慮設計專門的人行無障礙通道，確保遊

客從停車場到館內的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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