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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眾服務及營運管理 

1. 統籌展場觀眾服務與營運管理（2018年迄今） 

(1) 統籌執行防疫期間展場觀眾服務計畫，2021年獲得世界觀光旅遊委員

會(WTTC)安全旅遊戳記認證。 

(2) 統籌執行重新開館展館基礎服務維運整體計畫，含展場服務管理更新

計畫、服務人員專業知能培訓、展場防疫及消防工作等。 

(3) 統籌執行疫情休館期間觀眾服務轉型計畫，發展包括常設展線上導

覽、podcast 節目「敝姓臺很高興為您服務」、臺史博出任務線上

版、「臺史博 Cosplay 物件 X 重現經典歷史」等專案。 

(4) 統籌執行常設展更新期間「部分開館」展館基礎服務維運整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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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音導覽製作 

(1) 2022年推出常設展2.0「臺灣史尋寶任務」兒童版語音導覽（華語

版），企劃執行。  

(2) 2021年推出常設展2.0個人版及團體版語音導覽（臺語、客語、華

語、日語、英語），企劃執行。（「109年常設展語音導覽規劃與內

容委託製作」採購案） 

(3) 2019年推出「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語音導覽（華語），企劃

執行。 

(4) 2019年推出常設展1.0團體版語音導覽更新版（臺語、客語、日語、

英語），企劃執行。 

(5) 2018年推出常設展1.0團體版語音導覽更新版（華語），企劃執行。 

(6) 2016年推出常設展1.0「臺灣史尋寶任務」兒童版語音導覽（英語

版），企劃執行。  

(7) 2016年推出常設展1.0「臺灣史尋寶任務」兒童版語音導覽（華語

版），企劃執行。  

2. 文化平權學習資源 

(1) 常設展觸摸品區通用學習資源計畫，企劃執行（2019年辦理前期規

劃） 

(2) 2018年辦理「文化部附屬館所強化多元語言導覽服務計畫」。規劃執

行文化部成果發表會之臺史博發表內容（含2017年執行成果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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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手冊及簡報）；2018年計畫提案，以「優化手語導覽影片」及

「兒童語音導覽新增臺灣語言文化及歌謠介紹」兩項目，獲得全額補

助。（2018年辦理前期規劃，並共同參與「兒童語音導覽」相關內容

製作之企劃執行） 

(3) 2018年推出常設展1.0視障參觀服務 APP 及觸摸展品，企劃執行（劉

可妤主辦，吳孟青與蕭軒竹合辦）。 

(4) 2017年推出常設展1.0手語導覽，企劃執行。 

(5) 2017年推出臺史博手語版館所簡介影片，企劃執行。 

(6) 2017年推出圓形劇場手語版前導影片，企劃執行。 

3. 兒童廳學習計畫：執行展廳維運及節慶兒童教育活動協調規劃事宜，提

升兒童對臺灣史的喜愛與認識，提升本館教育推廣之成效。（2018年） 

4. 博物館友善親子串聯計畫：由故宮與國內各大博物館合作，以博物館親

子教育為主題，執行線上策展，並協調辦理記者會與網路直播，增進博

物館交流，提升本館曝光度。（2018年） 

（四）展廳規劃、營運及特展行銷推廣計畫 

1. 「算×命：歐洲與臺灣的占卜」特展開幕、教育推廣及行銷，並邀請

占星專家唐綺陽合作形象授權與直播活動等，擴大行銷效益，直播觀

看人次逾34萬人次。（「110-111年博物館展覽主題活動及社群推

廣」藝文勞務採購案） 

2. 參與「VR 再現製造所」展廳規劃設計（公共服務與教育組窗口），以

營運服務的角度提供空間設施佈局建議，並參與無障礙設施設計，讓

輪椅觀眾也能體驗 VR 影片，是國內外少見的無障礙 VR 體驗服務。 

3. 「VR 再現製造所」營運規劃與統籌執行（2020年迄今） 

4. 「新臺客：東南亞移民移工在臺灣」特展，合作規劃東南亞語版輕食

區菜單。（2017年） 

（五）文創行銷 

1. 開發「文創宣傳車」假日行銷活動，企劃執行。（2016年2月起，成

為常設展1.0之常態活動） 

2.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合作「時代行旅，1930遊高雄特展」臺史博地圖系

列商品專區，企劃執行。（2016年7月-2017年2月） 

3. 臺史博文創衍生商品授權開發，撰擬授權規範及受理授權案件，企劃

執行。（2015年-2016年） 

4. 申請「文化部公有文創資產計畫」，獲選參與計畫，並於臺灣文博會

參展，企劃執行。（2015年-2016年） 



7 
 

5.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合作「文創商品規劃案」，企劃執行。（2016年） 

6. 2015「喜新戀舊－博物館與文化創意」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化商品

展：臺史博文創商品參展，企劃執行。（2015年） 

7. 「104 年館慶地圖節文創商品」開發計畫，開發臺史博自有商品，企

劃執行。（2015年） 

（六）專案計畫 

1. 本館第二期計畫，公共服務與教育組窗口。（2018年-2021年） 

2. 博物館數據蒐整計畫，公共服務與教育組窗口。（2021年）（「博物

館數據蒐整與分析系統建置」資訊服務採購案） 

3. 常設展2.0更新計畫，公共服務與教育組窗口。（2019年-2021年） 

4. 網路票券平臺 Gomaji 合作「臺史博知性之旅專案」。（2017年） 

5. 「第9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參賽，參獎申請書主筆（臺史博獲獎）。

（2015年） 

6. 「2015 博物館友善平權跨域論壇」，活動副總召。（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