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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Luxembourg International Science Expo，簡稱 LISE）由

盧森堡青年科學家基金會（Fundation Jeunes Scientifiques Luxembourg）主辦，早

在 1971 年開始辦理第一次國內科學競賽，1992 年成立基會，後來與教育部及國

家研究基、歐盟及盧森堡學密切會作，且為「國際科學及科技休閒運動（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Leisure Activit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lset）」創

始會員，2009 年開始辦理第一屆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參展者均為各國選出

的優秀代表，提供各國參展者在科學研究及文化交流的機會。本館與盧森堡青年

科學家基金會於 2023 年簽定合約，約定該基金會推派學生代表來參加臺灣國際

科學展覽會，而我們由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選出學生參加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

本次為臺灣國際科展代表第一次參加該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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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館每年由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中選派出國代表學生出國參加各國之科學

展覽會，盧森堡青年科學家基金會持續選派學生來臺參加本館舉辦之臺灣國際科

展，因此本館與盧森堡青年科學家基金會於 2023 年簽定合約，約定該基金會推

派學生代表來參加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而我們由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選出學生

參加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本次為臺灣國際科展代表第一次參加該博覽會。此

次的博覽會於 11 月 4 日至 11 月 7 日在盧森堡市(Luxembourg)舉行，本年度集結

了 22 個國家， 50 件作品及約 100 位各國代表學生及老師與會。我國由國立臺

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稱科教館）選派二件科展優勝作品，其中一件為黃翊峰同學

物理及天文學科作品【攻角對水漂跳動行為的力學分析(物理科)】以及李隆翔同

學化學作品【Synthesis of functionalized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as drug 

delivery carriers for therapeutic agents】。此行共有 2 名學生代表及 2 位本館館員陪

同參展。 

科教館為輔成培育未來科技人才，多年來藉由年初所舉辦的「臺灣國際科學展覽

會」活動選拔出具科學研究發展潛力之青年學生，代表我國參加世界各國的國際

科學展覽活動，期增進學生國際交流觀摩機會與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希望透過與

各國師生及貴賓共聚一堂，彼此分享科學研究經驗、體驗各國不同風土民情，達

到文化的認識與交流。 

舉辦的地點在普埃布拉市的 Universidad Popular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Puebla 

(UPAEP)，成立於 1973 年，是一間知名的非營利天主教私立大學。 

貳、2024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LISE) 

    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Luxembourg International Science Expo，簡稱 LISE）

由盧森堡青年科學家基金會（Fundation Jeunes Scientifiques Luxembourg）主辦，

早在 1971 年開始辦理第一次國內科學競賽，1992 年成立基會，後來與教育部

及國家研究基、歐盟及盧森堡學密切會作，且為「國際科學及科技休閒運動（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Leisure Activit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l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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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會員，2009 年開始辦理第一屆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參展者均為各國選

出的優秀代表，提供各國參展者在科學研究及文化交流的機會。 

參、博覽會日程 

  本年度博覽會期間為 2024 年 11 月 4 日至 7 日於盧森堡市（Luxembourg）

舉行，會後因在法國巴黎轉機，也安排博物館參訪行程。 

一、展覽會日程表 

日期 活動 

11 月 4 日 抵達/學生破冰活動/指導老師交流晚宴 

11 月 5 日 文化參訪/自由活動/開幕典禮 

11 月 6 日 公開展覽/文化活動/文化之夜 

11 月 7 日 公開展覽/閉幕典禮 

11 月 8 日 上午盧森堡參訪；下午搭高迧列車 TGV 到巴黎 

11 月 9 日 巴黎科學工業城博物館 蒙馬特 聖心堂 

11 月 10 日 奧賽美術館  凡爾賽宮  塞納河遊船 

11 月 11 日 羅浮宮 龐畢度中心外觀拍照 凱旋門 艾菲爾鐵塔 協和廣場  聖母院

左岸 莎士比亞書店 

11 月 12 日 搭機回國 

 

 

 

 

 

 

 

 

二、每日活動 

主辦單位提供的行程表，文宣設計活潑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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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天-11 月 3 日（出發） 

本代表團在 11 月 3 日出發，11 月 4 日到達，航班先飛到維也納機場，

飛行時間轉機到盧森堡，因為盧森堡國家小，且和歐洲國家距離很近，多可

以火車方式到達，因此維也納飛盧森堡的飛機是較小型螺旋槳的班機，飛行

時間約 1 個半小時就到達。 

 

 

 

 

 

 

 

 

 

 

 

 

 

2. 第二天-11 月 4 日（到達盧森堡，晚上師

生交流活動） 

約中午到達盧森堡，大會派人來接

機，到達時奧地利隊已到達，再等辛巴

威等其他國家後搭乘同一班巴士到住宿

的飯店。 

 

 

出國前於桃園機場合影 

由維也納轉盧森堡的螺旋槳飛機/二位同學在飛機上留影 

代表團在盧森堡機場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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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到達飯店時被告知必須等到 3 點才能 check-in 進房間，但是後來

主辦單位又通知可以先進房間，主辦單位並有派工作人員協助，因中午未供

餐，工作人員也協助告知可用餐地點，以及下午時間市區可參訪的地點。 

  

 

 

 

 

 

 

  

我們步行到市區找到工作人員介紹的餐廳用餐，沿路街景及建築非常

古典具有歷史，主要的市區範圍不大，中央並有一廣場，用完餐後步行約 15

分鐘回到飯店。 

晚上是學生和老師的交流時間，學生是安排吃 Pizza 和 Laser Game，

指導老師們大會則安排晚餐。 

3. 第三天-11 月 5 日（礦坑博物館文化參訪/開幕典禮） 

今天上午是文化參訪行程，大會安排了盧森堡國家礦業博物館（Mine 

Museum Rumelange）的參訪行程，盧森堡國家礦業博物館位於盧森堡的最

南端，靠近法國邊界的 Rumelange。博物館園區中保留了從 19 世紀初到 1980

年代關閉時鐵礦石礦場所使用的工具，機械和設備的現場展覽，許多展品都

在礦井深處，參訪時搭乘礦坑小火車進入礦坑，看到保存的礦坑原貌及機具，

另人大開眼界且印象深刻，導覽員詳細解說，包含當時如何利用工具及大型

機具採礦等，讓大家了解當時採礦的情形。 

盧森堡市區街景以及代表團在市區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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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文化參訪行程，中午大會提供餐卷，在市中心區指定的四間餐廳可

憑券用餐，如有超出金額則自行支付差額。 

用完餐後，因為離開幕典禮還有一段時間，連繫同事認識住在當地教中

文的臺灣老師帶我們在市區逛逛，因為盧森堡的公車是免費的，且市區不大，

因此利用短短的 2 小時進行簡單的參訪。 

 

 

 

 

 

 

 

 

 

 

學生們在博物館入口合影 二位臺彎的出國代表同學在小火車前留影 

在礦坑內導覽解說情形 

利用空檔時間參訪 18 世紀建築廷根城堡，目前為三橡果博物館，展示 1443 年至 1903 年盧森

堡的歷史(因時間有限僅能觀賞城堡外觀並未進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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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時 30 分舉行開幕典禮，場地使用 Aline Mayrisch Lycuem 高中的

階梯教室，並沒有特別的佈置。FJSL 基金會的的 President Carlo Hanson 和

Director Sousana Eang 致歡迎詞後，安排一位年輕的女歌手 Naomie Aye 自

彈自唱的表演後播放介紹參展者國家影片，參展學生事先錄一短片介紹自

己及國家，由主辦單位剪輯成一段影片。 

 

 

  

 

 

 

 

 

 

 

 

 

 

 

 

 

  

President Carlo Hanson 和 Director Sousana Eang 致歡迎詞 

黃翊峰同學和李隆翔同學的影片 

本次參與的國家(來源:大會活動摺頁 Pocke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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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幕典禮後並安排一場專題演講，講者為 Dr. Naoufal Bahlawane，他畢

業於摩洛哥化學專業，在法國獲得材料科學博士學位，並擁有德國物理化學資

格/Venia Legendi 學位。曾到日本和德國的機構進行研究。他曾擔任首席研究

和技術助理，2011 年至 2024 年在盧森堡科學技術學院任教。他也是新創公

司 StrayProtect SARL 的創辦人和 Oerlikon Balzers Coating Luxembourg SARL 的

高級研究經理。他的講題為：「Super-Black Coating for Space Industry」。 

 

  

歌手 Naomie Aye 的演出(相片來源右:大會活動摺頁 Pocket Guide) 

FJSL 的 Guillaume Trap 介紹講者             講者介紹他的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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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天-11 月 6 日（布展/公開展覽） 

今天開始公開展覽的活動，一早先進行布展，場地為 Forum Campus 

Geesseknäppchen 青年活動中心，是圓形的建築，作品展覽利用外圈環形的空

間，中間的區域則有各式的工作坊活動，參展同學均可自由參加；場地提供展

示作品的的展板，主辦單位提供圖釘，將海報釘上展板即可，也提供小桌子可

陳列展品或徽章等。 

今年參與展覽的國家有 24 國，含盧森堡共 25 國，作品共 50 件，其中包含 13

件盧森堡的作品。盧森堡在 3 月辦理他們的全國科展，由其中選出參加各國展

覽會的出國代表，作品清單如附錄。 

 

 

 

 

 

 

  

 

 

 

 

 

 

 

 

 

 

 

 

  

展覽場地 Forum Campus Geeseknappchen (左: FJSL 大會提供；右:活動摺頁) 

布展完成 

桌上放置印好的參展作品的國家以

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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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會將指導老師以國家分組，參加 Escape Game，我們和辛巴威及突

尼西亞老師同一組，在一教室空間有各樣線索，最後要解謎。其實不是很容

易，因此到最後工作人員進來協助才完成，後來發現這遊戲是在宣導資安的觀

念，遊戲的理念其實相當不錯。 

 

 

 

 

 

 

 

 

 

 

 

 

 

 

 

 

 

 

特別的是，下午盧森堡紀堯姆大公儲也來到現場參觀，耐心的聽取學生們

介紹自己的作品，因為大公儲停留的時間有限，無法聽完全部的的作品，因為

工作人員有先安排，事先通知黃翊峰同學在攤位等待；大公儲每件作品停留

3-5 分鐘，他對翊峰同學作品內容打水漂角度的研究相當有興趣，也問了幾個

問題，有相當良好的互動。李隆翔同學攤位在另外一邊，很可惜大公儲沒有安

排到他攤位，但是在他離開前，我們請隆翔把握機會把臺灣小國旗送給他，大

公儲也和他握手且相當高興地接受。 

 

 

 

 

 

 

 

 紀堯姆大公儲聽取翊峰同學報告 紀堯姆大公儲接受隆翔同學贈送的臺灣國旗 

展區中間的區域有各式工作坊及活動， 也有拍照區，提供參展學生參與，並藉此有交流互

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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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展覽後傍晚主辦單位還安排了電影放映會，到市區的一個小電影院觀

看，片名為：「Tune into the Future」(關注未來)；《關注未來》是一部紀錄片，探

討了對未來的思考如何成為一種被稱為「科幻」的流行文化現象；影片放映完

後並有映後的座談會，提供參與者提問及意見交流的時間。 

 

 

 

 

 

 

看完電影後回飯店用晚餐，之後移到飯店餐廳旁另一個空間進行文化之夜，

主辦單位事前就提醒大家準備自己國家的食物來和其他國家參展師生分享，我

們也帶了許多鳳梨酥、義美小包芙及科學麵等臺灣特色零食與大家分享。活動

開始先安排了盧森堡傳統舞蹈表演，之後各國參與者也有表演或介紹國家的簡

報，臺灣出國代表二位同學也用活潑生動的方式介紹臺灣。 

 

 

 

 

 

5.  

 

 

 

 

 

 

 

放映前由 FJSL 的 Guillume 先簡介影片內容，並有映後座談（照片中：FJSL 大會提供；右：影片

介紹網站 https://www.imdb.com/title/tt5788180/） 

臺灣同學以簡報檔介紹臺灣，後面並有帶動

唱，獲得全場熱烈鼓掌 

桌上擺放各國的零食 

盧森堡傳統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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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天-11 月 7 日（公開展覽/閉幕） 

今天白天持續進行公開展覽活動，有學校學生來參觀。在公開展覽期間，

除了學生彼此進行交流外，我們也對參與的帶隊老師進行邀約，包含法國南部

的展覽會，對方也表示有興趣，但準備時間太短，因此可能可以參加 2026 年的

臺灣國際科展、土耳其的單位非常有興趣，我們提供宣傳手冊，也交換連絡資

訊。參展中有一位同學是來自丹麥，且她有得到 EUCY’S 的獎項，作品也相

當不錯，因此邀請她來參加 2025 年臺灣國際科展。 

公開展覽這二天，主辦單位也辦了一個有趣的活動，每個參與的師生都有

繳交照片，他們把照片印刷成名片大小的貼紙，每人有自己的相片一盒，並有

一本貼紙相簿，上面印有所有參展師生，也包含主辦單位工作人員的姓名及空

格，大家可以交換相片，在相簿中找到那個人的名字貼上；因此大家很努力交

換照片，嘗試把相簿貼滿。 

下午臺北駐比利時代表處的林雅婷秘書特別來會場鼓勵同學，同時也和

FJSL 的主席 Carlo 和 Director Sousana 見面，並簡單談到未來可能的合作機會。 

 

 

 

 

 

 

 

 

 

 

  

相片貼紙和貼紙收集相簿 

學生們認真地將收集到的相片貼紙貼到相簿（左右相片來源：FJSL 大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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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傍晚於開幕典禮的場地進行閉幕典禮，有別於開幕典禮，以紫色系的

燈光，營造出與開幕典禮時完全不同的空間氛圍。典禮的進行同樣由 President 

Carlo 及 Director Sousana 致詞，有一個樂團 Little John and the Cadillacs 的演奏，

之後就是頒發各國代表的參展證書，一國一國的唱名上台領取。樂團同時持續

演奏作為頒獎音樂，全場氣氛 High 到最高點。 

 

 

 

 

 

 

 

 

 

 

 

 

 

 

 

和 FJSL President Carlo 的合影 駐比利時代表處的林雅婷秘書來會場鼓勵同學 

閉幕典禮全場打紫色的燈光，營造出晚會的氛圍 

臺灣代表團上臺領參展證書 閉幕典禮演奏的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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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結束後大家在舞台前合影留念，也持續到場外走廊的一面大會主視覺

的拍照牆，同時也有雞尾酒和小點心，大家邊喝飲料邊聊天拍照，本代表團也

藉機會找大會工作人員，以及這幾天熟識的其他展會代表或是指導教師拍照。

這次很特別的遇到長年持續參加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的突尼西亞展覽會的主席

Hatem. 另外也有幾位在電子郵件連繫往返但未見過面的瑞士代表 Monique，及

葡萄牙展覽會代表 Pedro、盧森堡主辦單位的 Carlo 和夫人 Simon、Director 

Sousana, 博覽會主要負責人之一 Guillaume 均曾帶隊來臺灣，因此再次見面格外

開心，另一位主要負責與國外隊連繫的 Daniela 則是僅 email 連絡但之前未曾見

過面。 

最後再次回到飯店用晚餐 Gala Dinner，結束後為在前一天文化之夜的場地

進行舞會活動，大家自由的跳舞或喝飲料聊天，為這幾天的博覽會活動劃下句

點，大家也都依依不捨地互相道別。 

 

 

 

 

 

 

 

 

 

 

 

閉幕典禮最後的畫面 和 Director Sousana 合影 

博覽會主要負責人之一 Guillaume 瑞士代表 Monique 和以色列領隊 

博覽會主要負責人之一 Daniela 法國展會代表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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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六天-11 月 8 日（前往巴黎） 

上午用完早餐後，利用時間再到盧森堡市區走走，也到當地著名的甜點

店，盧森堡的馬卡龍也很著名，店家門口的招牌即為馬卡龍造形，相當吸睛。

下午由大會派車送我們到火車站搭乘法國高速列車 TGV，火車為雙層的，我

們座位為上層，大約 2 個半小時到達巴黎。 

  

 

 

 

 

 

 

 

 

 

 

  

飯店裡每天用早、晚餐的餐廳 當地著名的馬卡龍店                   

TGV 車票                   

在 TGV 列車上留影                   到達法國巴黎東站 Gare de 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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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七天-11 月 9 日（蒙馬特/巴黎科學工業城博物館/科學工藝博物館/畢卡索

博物館） 

早上先造訪蒙馬特，位於城市的北部，具有獨特的山丘景觀，蒙馬特的

制高點是聖心堂，從這裡可以俯瞰整個巴黎。蒙馬特曾經是梵谷、畢卡索等

藝術家的靈感來源地，狹窄的石板路、復古的咖啡館，以及街頭畫家和藝術

市場，充滿了濃厚的藝術氛圍。聖心堂（Basilique du Sacré-Cœur）坐落於蒙馬

特山頂，建於 19 世紀末，是為了紀念 1870 年普法戰爭中犧牲的法國士兵

而修建，建築物外牆為白色的大理石外牆，教堂露臺並可眺望巴黎市全景。 

 

 

 

 

 

 

 

 

 

  

聖心堂                   從聖心堂可看到巴黎市區全景                   

蒙馬特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咖啡館                  街上也有許多畫家展售畫作                  

商店或餐廳的外牆或窗戶有色彩豐富的插畫及可愛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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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科學工業城博物館（Cité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是歐洲最大且

知名的科學博物館，位於巴黎北部的拉維萊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內。

該館於 1986 年開幕，致力於科學與技術知識的推廣，提供參觀者在互動體

驗中探索自然、科技與人類文明的奧秘。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同樣為科學中

心及博物館，因此對參訪巴黎科學工業城感到相當興奮。展館內的展品大部

分像科學中心，以互動式的展品為主。一進入館內，發現他們和本館相同也

是以手扶梯為主要動線，建築物外觀及內部均以現代及工業風的鋼架呈現，

但顏色以鮮明的紅色及藍色等，展現出現代的設計感。 

科學與工業城裡的常設展包含四大部分：「宇宙」部分包括太空冒險，地

質史及海洋等主題；「生命」部分包括生命科技，生命物質的組織，人類的歷

史和未來；「物質」部分包括材料，機械，機器人，能源及經營管理；「通訊

交通」部分包括聲光和電腦相關技術等；展區內容有部分和本館主題相似，

有聲音的主題，也有數學的展示，其中的水車吸引我的目光，因為本館之前

曾經舉辦「聽水的故事」特展，展示出各式水車，也包含了混沌水車的介紹。 

展區內除基礎科學的展示外，也包含太空、機械人、永續發展等展區，

有些展示內容雖然本館也有，但不同展示的手法也值得參考學習。 

 

 

 

 

 

 

 

 

 

 

 

 

代表團於科學工業城博物館正門前合影                  

科學工業城博物館正門前合影排隊入場的民眾              

搭乘手扶梯上二樓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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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過去曾展出仿生主題的特展，其中包含了摩爾福蝶，因其麟片的結

構呈現出物理色，為仿生學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裡的 Nature Inspire 展區也

看到這個展品，展示手法例用簡單的互動將原理清楚的說明。 

 

 

 

  

數學展區的展品               

生物靈感(Bio-Inspired)展區的展品-摩爾福蝶的麟片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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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特別的展區是機器人，展區入口以鮮艷的黃色弧的桌面做為展示臺，

標題為:「是機器人?不是機器人?(Robot? Pas robot?)」，選出各年代的不同機器人或

裝置問是否屬於機器人，操作是以按鈕方式按了之後會出現答案。其中有一個特

別的動態展示，二隻機器手臂，一隻拿英文字母「R」、一隻拿「B」，原本只有二

個字母「O」，由二隻機器手臂將 R 和 B 放在二個 O 前，而成了 ROBO. 

 

 

 

 

 

 

 

 

 

  

機器人展區入口的展示桌，告訴觀眾什麼是機器人             

展示不同時期及類型的機器人              

機器手臂的動態展示           輸送帶及機器手臂的動態展示           

機器人各部件的分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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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一般科學館常有的主題，有一個特展是「舞蹈（Dance!）」，裡面包含不同

舞蹈家創作，有的是互動式投影，有一區是在圓形的空間，有環形螢幕，有人指

導舞蹈動作，而參與者的影像投射在環形螢幕，就像真的在 Ballroom 裡跳舞一

樣，是互動性很高，很受歡迎的展區。 

 

 

 

 

 

 

 

 

 

 

 

 

 

 

 

 

 

 

 

 

 

 

 

 

 
特展內各區為不同藝術家的創作              

參觀者可加入由工作人員指導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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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 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 也是巴黎著名的博物館，

展示許多重要科學史的相關文物，有一個重要的亮點展品是佛科擺，但因時

間太短，展品太多，筆者錯過這個展品，非常可惜!! 館藏非常豐富，許多重

要的科學發現相關的實驗儀器及機具，尤其看到的近代化學之父拉瓦節的實

驗室，非常興奮，因為本館之前的「聽水的故事」特展曾經向該館取得高解

析度的授權在特展中展出；還有一件另筆者興奮的展品是「留影盤」和「幻

影箱」，為了連結 3D 劇院及科學原理，曾開發一課程，由動畫的發明史開始

介紹，曾介紹法國人保羅羅蓋在 1828 年發明了留影盤，發現視覺暫留的原

理。 

 

 

 

佛科擺 (圖片來源: 

https://lh5.googleusercontent.com/p/AF1QipO

kDkMoE3da1Bvk5H6N-

iW6yeMEr8QNf2e82Gwa=w540-h312-n-k-no 

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建築物外觀 

太空主題的展示              

生物實驗室，中間為其公布的課程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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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後再利用閉館前一小時，趕到畢卡索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Picasso ,Paris）參觀，美術館位於巴黎第三區，建築物本來是私人豪宅薩雷酒店 

（Hôtel Salé），後由巴黎市政府購置，改為美術館。美術館主要收藏畢卡索的作

品，多達 5000 多件，館藏非常豐富。 

 

  

 

 

 

 

  

法國人保羅·羅蓋 1828 年發明的留影盤 幻影箱或西洋鏡 Zoetrope 

近代化學之父拉瓦節的實驗室 

畢卡索美術館的建築內部及其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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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八天-11 月 10 日（凡爾塞宮/奧塞美術館/塞納河遊船） 

早上先參訪凡爾塞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位於法國法蘭西島巴黎西

南部伊夫林省凡爾賽鎮，金碧輝煌的凡爾賽宮(Chateau De Versailles)建於 17

世紀，由路易十四設計，宮殿內部華麗，尤其是鏡廳（Galerie des Glaces），光

彩奪目的水晶吊燈與數百面鏡子相互輝映，廳內一面是整排 17 扇面向花園

的大玻璃窗，另一面則是對稱布置了由 400 多塊鏡子組成的 17 面巨大鏡窗，

合計 34 面巨窗，宣示著法王路易十四截至鏡廊動工時，共計 34 年的統治時

間中，法國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政績。宮殿外的花園也極盡奢華，為法式

園林布局，展現出自然與人工美學的完美結合。 

 

 

 

 

 

 

 

 

 

 

 

 

 

 

 

 

下午來到奧塞美術館（Musée d'Orsay），位於法國巴黎左岸，隔著塞納河

的正對面就是羅浮宮。建築物原是一座火車站，建於 1900 年，這座融合了

古典與現代的建築採用大面積、採光好的玻璃作為拱頂，讓整體空間看起來

通透與氣派。奧塞美術館展示了 1848 年到 1914 年之間法國和歐洲的藝術

羅浮宮的建築外觀金碧輝煌 羅浮宮正門外路易十六的雕像 

鏡廳 羅浮宮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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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作，涵蓋雕塑、家具、攝影作品等藝術種類，尤以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畫

作收藏聞名世界，包含：馬奈《草地上的午餐》、雷諾瓦《煎餅磨坊的舞會》、

梵谷《隆河上的星夜》等作品，為全球最重要且最熱門的博物館之一。 

 

 

 

  

奧塞美術館的建築物內部的大時鐘及大片的玻璃拱頂 

奧塞美術館內有許多知名畫作，如梵谷自畫像（左上）、雷諾瓦《煎餅磨坊的舞會》（右上）、

雷諾瓦《城市中跳舞》（左下）及莫內的《睡蓮池》(右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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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納河（Seine）橫穿巴黎， 流經許多著名景點，可以近距離欣賞艾菲

爾鐵塔、羅浮宮、聖母院等地標建築，遊程中可感受巴黎的城市風情，我們

選擇傍晚搭乘，可看到艾菲爾鐵鎝點燈，巴黎的夜景有另一不同的風情。河

上橋樑眾多，如著名的亞歷山大三世橋，每座橋都有其獨特的設計與歷史背

景，同船的遊客都很興奮，每經過一座橋，全體大聲歡呼，氣氛非常熱絡，

是很特別的體驗。 

 

 

 

 

 

 

 

 

 

 

 

 

 

10. 第九天-11 月 11 日（羅浮宮/龐畢度中心/凱旋門/艾菲爾鐵塔/協和廣場/聖母

院） 

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曾是法國皇宮，如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藝術

博物館之一，有無數珍貴的藝術品。建築物原是 12 世紀的中世紀堡壘，現

在的羅浮宮融合古典與現代建築元素，特別是知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玻璃

金字塔入口，為其增添了現代感。 

 

 

 

 

 

 

 

 

 

塞納河遊船看到的艾菲爾鐵塔及河畔的夜景 

羅浮宮正門及廣場上的玻璃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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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宮的館藏涵蓋古埃及、希臘羅馬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堪稱世界藝

術史的縮影。館內最著名的展品包括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古希臘雕像《米

羅的維納斯》和《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為所謂的「羅浮宮鎮館三寶」。

因為這三寶太有名，館內空間太大，因此都有如何前往這三個展品的標示。 

 

 

 

 

 

 

 

 

 

 

 

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由知名建築師理查·羅傑斯和雷恩佐·皮亞諾設

計，這座建築以其外露的管道和機械結構而聞名，打破傳統建築的界限，也成

為巴黎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一。博物館內收藏許多現代藝術作品，包含畢卡

索、達利和馬蒂斯等大師的傑作。因時間有限的緣故，我們此行僅在建築物外

拍攝，並未入館參觀。 

 

 

 

 

 

 

 

 

 

 

 

 

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古希臘雕像《米羅的維納斯》和《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 

管線及機械結構外露的龐畢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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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門（Arc de Triomphe）位於香榭麗舍大道的西端，是法國最具代表性的紀念

碑之一。拿破崙在 1806 年下令修建凱旋用以紀念他在奧斯特里茨戰役中的勝

利。拱門上的浮雕講述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的故事，特別是著名的《馬賽

曲》浮雕，更展現法國人民的愛國情操。我們登上凱旋門頂端，俯瞰整個香榭

麗舍大道，環繞一周可看到巴黎城市的規劃。我們往下走時突然發現螺旋狀的

樓梯，拍照起來狀似鸚鵡螺，相當特別和有趣。 

 

 

 

 

 

 

 

 

 

 

 

 

 

 

 

 

 

 

 

 

 

 

 

 

 

 

 

 

 

 

凱旋門 登上凱旋門頂端清楚看到巴黎的都市規劃 

登上凱旋門頂端也清楚看到艾菲爾鐵塔 登上凱旋門頂的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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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是巴黎最著名的地標之一，由古斯塔夫·艾菲

爾設計，於 1889 年世界博覽會期間落成，當初被視為「醜陋」的鋼鐵怪物。

然而後來這座結構奇特的建築逐漸被接受，現在成為法國浪漫與現代化的象

徵。鐵塔高達 324 米，分為三個觀景層，遊客可以透過電梯或樓梯登頂，一覽

巴黎全景。一樣受限於時間，我們僅在巴黎人類學博物館及海洋博物館間達

眺，是拍照的最佳地點。 

 

 

 

 

 

 

 

 

 

 

 

 

 

 

  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位於香榭麗舍大道的東端。這座廣場建於 

1755 年，以其八角形設計及精緻的雕塑著稱。廣場中央矗立著從埃及盧克索神

廟運來的古老方尖碑，象徵著古埃及文化的智慧與權力。協和廣場歷史上曾是

許多重要事件的發生地，包括法國大革命時期，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東妮等王公

貴族就在這裡被送上斷頭台。今日的協和廣場則是一個和平與和諧的象徵，它

見證了法國歷史的風雲變幻，也是巴黎重要的交通樞紐與遊客打卡勝地。 

 

 

 

 

 

 

 

 

 

 

 

 

艾菲爾鐵塔 人類學博物館 

協和廣場及「盧克索方尖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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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是哥特式建築的代表作之一，坐落在塞納河

中的西堤島上。大教堂始建於 1163 年，其高聳的尖塔、精美的玫瑰花窗、以

及雕刻細膩的飛扶壁，展現出中世紀建築的非凡技藝。聖母院不僅是宗教信仰

的中心，也見證者了法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拿破崙的加冕典禮和聖女貞德

的列聖儀式都是在此舉行。然而在 2019 年的一場大火使聖母院嚴重損壞，必

須進行修復。很可惜我們到訪時聖母院的修復工程尚未完成，因此未能進入參

觀。 

 

 

 

 

 

 

 

 

 

 

 

 

 

  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是一家位於塞納河畔的小書店，

最早由美國人西爾維亞·畢奇於 1919 年創辦，成為許多知名作家如海明威等的

聚集 地。1941 年，書店因二戰爆發而關閉，於 1951 年時另一位美國人喬治·惠

特曼在巴黎重啟了莎士比亞書店，店內擺滿了英語書籍，無論是經典小說還是

現代文學，應有盡有，書店後來也成為幾部電影取景地點，書店也因而聲名大

噪，吸引許多遊客。然而到訪時書店沒有開，因此也僅能在外拍照留念。 

 

塞納河畔的聖母院 

莎士比亞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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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盧森堡國際科學博覽會 LISE 著重公開展覽與交流 

  LISE 為博覽會並沒有競賽，參展同學在三天的展覽中可以自由的交流，

並與參觀者分享研究成果，並透過各項的參訪、工作坊及各項活動，學生及

帶隊人員均得以結識各國不同文化的師生，在沒有競賽的壓力下，更能自由

分享及交流。 

二、展覽會整體的活動安排順暢並具創意 

  博覽會自 1987 開始辦理，已有相當歷史，展覽會具相當規模，雖然部分

有不周全，各項活動的安排順暢，工作團隊本著對科學教育及文化交流推廣

的熱忱，充分展現在辦理的各項活動中；且利用各類活動，促進不同國家參

與者的交流，有些活動也融入科學知識，相當有創意。舉例如下： 

1. 第一天晚上學生和教師分開進行破冰的活動，學生參加 Laser Game 及吃

披薩，在遊戲活動中可很快的認識同伴；老師則是安排晚餐，主辦單位的

主席、副主席及各工作人員熱情接待每位參加的老師，其中土耳其代表

並贈所有參與老師一支刻有各人英文姓名及單位的筆，相當特別也非常

用心。 

 

 

 

2. 利用所有參與者的名片大頭貼蒐集活動，促進彼此的交流，包含各國學

生及各國老師，只是可惜時間不夠，許多人只是交換照片，並未有更多的

交談。 

3. 安排教師參加逃脫遊戲，不同國家參與者得以有認識並合作的機會，我

們參加的組員有四位，臺灣二位，突尼西亞和辛巴烕。剛好突尼西亞即是

我們所熟識的突尼西亞展覽會代表 Hatem SLIMANE，因此合作相當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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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有點難度，後來工作人員進來協助才成功解謎，結束後發現遊戲是

在宣導資安的觀念，相當有創意且富教育意義。 

 

三、完善的志工服務並善用年輕人參與服務 

工作團隊中有志工，人數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在各種場合適時提供協助，

熱心協助所有參加者各項事務；除了志工外，典禮及晚會中的主持人及表演

者也相當年輕，如 20 出頭的大學生等，使整體活動氛圍年輕而有活力。 

四、善用社群媒體 

此次的 LISE 廣泛使用 WhatsApp 作為訊息傳達及連繫的工具，群組包

含了全部成員參與的 General Group，也有 Supervisor Group，大會會在 General 

Group 宣佈注意事項，也是大會與各國代表團溝通的工具，由接機開始，如

果遇任何問題，群組就成了即時連繫相當便利的平台；此外，在這平台有時

成員間也可互相協助，有時大會沒能即時回答問題時，其他成員也會協助回

答；同時也成為提供成員間或與大會相互交流的平台，尤其是大會舉辦完畢，

成員們會在此表達對主辦單位的謝意，回到家時也會報平安，相當溫馨；臺

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從 2024 年開始成立指導教師 WhatsApp 群組，也有達到

以此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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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展作品清冊 (來源:活動摺頁) 

國外作品 

 

 

 

 

 

 

 

 

 

 

 

國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