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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專業充電再升級！
Museum Professional Level Up Plan

計畫緣起

臺灣博物館界的從業人員無論年資深淺，都得

因應時代環境變遷或政府政策改變進行業務調整，

面對不同的專業挑戰，經常會感受所學不足，迫切

需要持續進修。在政府機構方面，文化部曾經舉辦

全國博物館論壇，分列自然與科學、歷史與人文、

藝術與工藝及原住民等主題，舉辦了一系列的博物

館專業論壇及北、中、南、東分區論壇，邀集博物

館各領域專家學者、從業人員暨社會大眾共同討論

與對話；在民間組織方面，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亦

設有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目標是整合臺灣博物館

學實務與理論資源，以工作坊、研討會暨研習課程

等方式培育博物館界專業人才。

2020年起，一個民間組織為博物館界注入新活

力，是政府捐助成立、文化部主導轉型為博物館界

中介組織的「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首年特別關注臺灣各地區中、小型與私立博物館，

辦理北、中、南、東暨離島 5區的「博物館從業人

員Level Up計畫」，課程強調博物館與地方的連結，

目標在提升博物館在職人員的專業職能，服務對象

擴及全國各博物館，針對博物館國際交流、研究、

典藏、展示、教育與行銷策略等各面向設計實務課

程，搭配館所參訪時交流討論遭逢的困難與挑戰，

透過經驗分享，共同探討未來的解決方法，使學員

能立即回饋於各自所服務的博物館場域、貢獻所

學。該會並本於文化資源共享精神，各場次相關講

義教材或影音影像紀錄等成果，將整理後公開於官

網 www.taiwan-museum.org.tw（預定 2021年 7月正

式上線），並規劃未來開發為數位教材供大眾利用。

中區博物館城鄉文化治理論壇宣傳海報（ 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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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學系王新衡助

理教授擔任中區計畫主持人，規劃活動包括博物館

專業工作坊、博物館城鄉文化治理論壇暨中部博物

館串聯行銷。特別重視以在地知識為主體的「地方

學」思維，扣合「在地記憶」、「文化資產」、「市

民參與」、「文化治理」4項主題，從「博物館展

演敘事性」、「在地知識整合性」、「博物館串聯

的網絡性」、「商業獲利妥適性」、「市民參與的

普及性」5個面向規劃專業課程，以問題導向式規

劃解決各館的經營課題，「目標是強化博物館的在

地參與以及本身的專業能量，願景是藉在地知識提

升文化館舍的文化發展能量，以博物館思維持續建

構城鄉文化政策。」

工作坊在包括苗栗縣三義木雕博物館、臺中市

纖維工藝博物館、南投縣埔里鎮立圖書館、彰化縣

南郭郡守官舍、雲林縣雲林布袋戲館等地舉辦，優

先招募對象為以上五大縣市地區博物館從業人員，

輔以中部各縣市政府博物館承辦同仁與運籌專業團

隊，主題包括「博物館品牌建構與文化旅遊設計」、

「生態博物館的在地實踐」、「博物館的行銷推廣

與商業獲利」、「如何在博物館講出漂亮的故事」、

「博物大百科：談博物館的科普教育技巧」等。

論壇分為「博物館資源活動」與「博物館典藏

修護」兩大主題，前項子題包括「博物館如何與在

地資源串聯」、「民眾如何參與博物館」、「記憶

遺產與文物活用理論與實務」，後者子題為「博物

館文物保存環境控制」、「談博物館文物修護」、

「談紙質文物典藏與修護」，並規劃「博物館資源

活用與跨域加值願景」與「博物館文物典藏與修護」

兩場綜合座談。參訪交流活動則安排前往以生態博

物館的思維，延續大溪傳統街區社區營造的桃園市

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使學員能從持續社區活力

與魅力的「街角館」經營方式獲得啟發。

王新衡觀察到中區縣市內，出現距離越遠的館

舍、越不易跨域整合的情形，形成部分館舍以單館

結合地方資源方式操作，故至今仍停留在「單槍匹

馬打天下」的情況，無法建構博物館館際合作網絡，

又或部分館舍長年疏於橫向聯繫或在地參與。建議

未來可先鼓勵館際合作串連地方文化資源，提升館

所的「文化魅力、展示創新、服務教育、推廣行銷」

四大面向，作為地方博物館文化觀光的驅動力。

洲南鹽場蔡炅樵館長與中區學員分享洲南鹽場如何運用自身
文化推動行銷（黃馨儀　攝）

雲林布袋戲館為中區學員導覽（黃馨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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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

東區包括宜蘭、花蓮與臺東 3縣市，區域博物

館多為小型場館和特色產業館。其中宜蘭縣由地方

公私立博物館結盟為民間組織「宜蘭縣博物館家族

協會」，共同推動「宜蘭就是一座博物館」的理念；

花蓮縣博物館與地文館則以私營居多，主題各異；

臺東縣則擁有東部數量最多的原住民文化主題館

所，涵蓋阿美族、布農族、暨排灣族 3個族群。

由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萬煜瑤教授

主持的東區「博物館未來式」計畫，以「博物館點

亮我們的思想」為課程設計核心，計畫架構包括「創

意研發」、「多元發展」、「資源整合」、「在地

特色」四大面向，規劃舉辦兩天一夜的「博物館未

來式」主題式講座課程暨實務工作坊，目標是以博

物館為主體，結合數位技術和數位傳播行銷平臺，

她希望能在協助推動博物館數位創新發展、暨提升

文化美學意識及文化的前提下，結合並強調東部在

地文化內容特色，串連東部區域內博物館及文化場

所的凝聚力。

課程內容分為「新世代博物館與文創行銷」暨

「藝術文化資產調查與登錄」兩大主題。子題包括

「博物館展示與創意」、「數位創新與文物保存」、

「國際交流與志工教育」、「博物館展示科技運

用」、「文物修護與保存」、「田野調查規劃與走

訪」、「導覽技巧與口語傳播」及「媒體宣傳與廣

告企劃」，並安排各專業領域業師擔任「培力諮詢

導師」隨時為學員解惑，講義也製作成線上數位課

程教材包，供學員後續使用。

東區交流規劃於臺東縣舉行，安排參訪國立臺

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東美術館與射馬干部落木雕

藝術村等處，透過 LINE@小遊戲進行名為「博物

中區課程安排參訪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黃馨儀　攝）

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分享生態博物館概念，及如何與地方居
民合作挖掘與保存在地文化（黃馨儀　攝）

大溪街角館大房豆干館向中區學員分享歷史緣由
（黃馨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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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數位創新主題式課程工作坊宣傳海報
（國立東華大學提供）

東區課程講師分享泰國文創專題

宜花東地區館所學員齊聚一堂（黃馨儀　攝）

館解謎：一日文化行旅」深度交流活動，並規劃腦

力激盪會議，由導師引導學員跨域認識各場館經營

特色，發想如何串連在地特色及數位工具，暨日後

如何應用至各自服務之館所。

萬煜瑤認為東部人文歷史發展脈絡多元，但現

階段亟待解決的困境與議題是館所之間的交流並不

暢通，相關協作的網絡關係也需要強化。她建議館

所從業人員必須具備橫向文化交流、以及縱向整合

的專業能力，應可規劃先由規模較大且發展成熟的

大型博物館協助臺灣東部地區小型博物館的業務內

容與維運，以解燃眉之急。

南區

南臺灣地方文化歷史同樣相當多元，尤其是原

住民文化文物館，包括臺灣排灣族雕刻館、霧臺鄉

魯凱族文物館、來義鄉原住民文化館、三地門鄉原

住民文化館等都頗具特色。

南區計畫主持人為正修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學系李益成副教授，他同時兼任該校藝文處文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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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中心主任，該中心在管理文物保存暨典藏方面具

有專業實務經驗，是臺灣少數的專業藝術品保存修

復單位，最大特色是擁有通過 TAF ISO 17025國際

認證的實驗室暨典藏銀行，並定期接受實驗室暨典

藏銀行查核，管理主管亦皆定期接受 ISO品質國際

認證訓練。

李益成認為檢視登錄、保存維護、修復、應用

等典藏管理工作為博物館的重要核心工作之一，因

為文物本身皆有年限，會隨環境因素造成劣化或老

化現象，保存維護才能延續文物壽命，支持博物館

的存在價值。但紙質、木質、石質、油畫、金屬、

織品、塑膠、陶瓷或複合性材質等須有不同之保存

處理方式，小型或偏鄉博物館常因人力或經費等資

源有限，缺乏專屬的典藏空間，無法維持應有的文

物典藏保存溫濕度環境，更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人

員，迫切需要培育文物保存維護暨管理專業人才；

因此他還特別設計課程評量暨量表，追蹤掌握學員

學習成效，確保結訓後學員能實際運用所學。

南區專業職能精進課程除相當側重「典藏管

理」暨「保存維護」外，同時也配合小型博物館、

人力經費有限的現況，規劃「研究面向」田野調查

規劃與走訪；「展示面向」展示設計及規劃執行、

博物館展示科技應用；「行銷策略面向」導覽技巧

與口語傳播、媒體宣傳與廣告企劃；「教育面向」

志工招募及管理、計畫書撰寫及規劃執行；「國際

交流面向」籌辦國際會議、國際禮儀與素養等內容。

由於小型博物館經常有向外界提案、爭取經費

補助之需求，專題講座特別邀請講師以實際執行的

「文化普查計畫」、「創業計畫」及「策展計畫」

3種不同情境的計畫書為案例，佐以多種商業思考

方法及工具，協助學員未來撰寫相關提案時，能產

出更具有吸引力的內容。

南區最後安排學員至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及佛光

緣美術館參訪交流，同時分享彼此的經驗與學習心

得。李益成觀察到許多地方館舍管理人員缺乏正確

的文化資產保護觀念，仍會自行修補文物而導致文

物受損、或與原作產生差異，故提升博物館人員對

於文物保存維護之專業知識與能力已是當務之急；

他也期待地方文化館的學員能立即應用所學，與在

地資源進行異業結盟、帶動周邊相關產業暨經濟效

益，均衡城鄉文化資源，才有機會提升小型博物館

整體營運能量。

南區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宣傳海
報（正修科技大學提供）

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復中心修護師講授文物修護專業程序
（黃馨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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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與僑鄉數位典藏中心劉

名峰教授接下主辦金門、馬祖及澎湖 3個離島地區

課程的重任，協辦單位包括連江縣文化處暨國防部

軍事博物館籌備處。因離島地區的海洋特質最為突

顯，故計畫以離島博物館多元價值內涵、對應我國

「海洋國家」論述所能產出的貢獻為主軸，並強調

離島博物館被賦予傳承「海洋文化」的社會責任，

但目前離島博物館沒有足夠的專業博物館從業人員

是一大隱憂。

計畫執行之初即先順應離島博物館從業人員的

需求，安排學員至臺北市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參

觀典藏庫房，再轉至國立故宮博物院實地研習導覽

示範與教育，並規劃「從小島出發：策展分享與討

論」、「地方博物館蒐藏技術與社會文化實踐」、

修護師介紹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修護中心畫作修復過程（黃馨儀　攝）

「文物調查與研究：文物修復與展示的關鍵基礎：

以金門與澎湖珍貴古物為例」、「博物館器物類基

本修復」4場專題演講，為離島全系列課程暖身。

戰地文化是馬祖地區的特色、也是重要的文化

資產，馬祖場課程亦涵蓋此項主題，活動以「離島

博物館之經營中的人事與制度設計與規劃」座談會

開場，4場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馬祖文物分級

作業要點》之說明」、「從現地典藏至現地保存―

物件故事與博物館想像」、「陶瓷類文物普查與調

查研究」、及「國防文物的類型、普查調研與分級

指定」。

金門場的活動以「金門博物館的轉型策略」座

談會暖身，並安排「後疫情時代的博物館與數位發

展―從族譜與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博物館庫

房維護管理與蟲害防治」、「兒童與博物館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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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金門的戰地史蹟及其博物館化的策略」

等專題演講，最後安排參訪交流活動則前往金門文

化園區與歷史民俗博物館、金防部古寧頭戰史館、

水頭僑鄉文化館等館所。

澎湖場則安排 5場專題演講，分別為「澎湖博

物館的階段發展分享」、「博物館行銷與地方文

化」、「藝術策展的商業邏輯」、「策展―始於

提問止於分享」、及「特展―患得又患失」。

劉名峰認為離島獨具特殊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地區博物館經常成為文化觀光的中心，此現象在離

島文化觀光課題上更為顯著，甚至扮演關鍵性的角

色，但離島博物館間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交通不

便，3個離島內的博物館又相對於臺灣本島博物館

更為「年輕」，加上資源有限、財政相對困難，維

運更為艱困，因此地方政府對於博物館之支持至為

重要。他期望藉由這次計畫能逐步達成離島博物館

間的共同意識，未來能逐步建構一個離島博物館從

業人員及研究人員間「島島相連」的社群網絡、與

博物館間的實作與溝通平臺，提供各離島博物館日

後在業務推動方面的諮詢。

北區

北區計畫主持人為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林

秋芳教授，其同時兼任該校校史室主任暨天主教文

物館館長、及全球永續中心博物館與文化產業發展

處處長。她規劃「博物館典藏管理與維護」、「博

物館研究田野調查規劃與走訪」、「博物館展示規

劃及執行」、「博物館教育、媒體宣傳與廣告企劃」

4項主題，將博物館營運實務所遇到的問題與博物

館學學理交叉比對，設計了「博物館未來 CEO」精

進系列工作坊，參訪見學活動則移往新北投車站、

離島場學員參訪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並與典藏人員交流（黃馨儀　攝）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洪世佑（ 右 2）與貴賓及
學員，共同參訪馬祖華光大帝廟認識廟史與廟方文物

（黃馨儀　攝）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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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 計畫宣傳海報
（輔仁大學提供）

北投溫泉博物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帶領

學員了解地方博物館如何與在地建立連結。

其中「博物館研究田野調查規劃與走訪」主題

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戴寶

村教授，實地帶領學員從大稻埕碼頭出發，乘船從

水路沿途認識大稻埕與淡水河歷史，使學員能了解

大臺北地區的城市發展脈絡。於淡水渡船碼頭上岸

後，分階段分組實作「水路田調：淡水河沿岸的水

紋與生態觀察」、「陸路田調：傳統階段的淡水

河―傳統廟宇與信仰」、與「陸路田調：開港通

商的歷史檢討與生態博物館觀察」3項主題，學員

最後均須產出田調報告，落實所學。

最特別的是輔仁大學另外提供該校織品服裝學

院博物館學研究所隨班附讀課程，每門課程開放 3

位學員報名參加；109年度第 2學期包括「博物館

展覽實作」、「博物館與文化創意產業」、「博

物館與文化資產專題」、「博物館、族群與文化展

示」、「博物館行銷」、「博物館觀眾研究」、「博

物館教育」、暨「世界藝術史」共計 8門課程，更

能滿足學員全方位需求，延續培訓計畫成效。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洪世佑於北區計畫開幕典禮致
詞（黃馨儀　攝）

戴寶村教授（左 2）帶領學員以水路方式從大稻埕乘船前往淡
水，並講述臺北的歷史文化（黃馨儀　攝）

林秋芳觀察到文化部 2015年頒布《博物館法》

和《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之後，因政府對

於私立博物館申請設立認定基準的條件與限制相對

繁複，但補助和獎勵辦法相當有限，更無法支援人

事暨水電等基本博物館行政維持相關經費，故有意

願完成登記的私立博物館非常有限。她希望未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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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界繼續媒合博物館界學者、大型館舍資深從業

人員或民間活動策展公司，共同協助私立或中、小

型博物館能有更多實質異業合作機會。

最後北區計畫還安排「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計畫最終回沙龍座談」，邀請 5區計畫主持人

共同出席，討論分享各區域所面臨的問題及分享計

畫執行成果。文化部次長蕭宗煌（兼任財團法人臺

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擔任引言人，表示該

會將持續落實輔導中、小型與私立博物館的初衷，

同時逐步全方位建構各博物館間的交流平臺，期勉

學員也能回饋所學至所屬博物館。

從回饋汲取經驗

中區共辦理 8場活動，分別為雲林、苗栗、臺

中、彰化、南投 5場專業工作坊、2場博物館論壇、

1場交流參訪，共計 248人次參與，其中男性 80人

次、女性 168人次，活動後回饋滿意度為 90-95%。

與會者多肯定工作坊提供博物館在職人員進修機

會，最重要是學員能重新體認與肯定中、小型博物

館自身的存在價值，尤其各地方文化館各具特色，

藉此交流機會可串聯社群與學習平臺，未來能進一

步轉化活用在地知識。學員也建議未來地方可定期

召開博物館設施推動委員會，邀集文化局各相關科

室派員共同參與，可更具體協助區域博物館發展。

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蕭宗煌（右 5）、執行長洪世佑（右 4）於最終回沙龍座談與各梯次主辦團隊合影（黃馨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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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舉辦的工作坊共計 41人次參與，其中男

性 18人次、女性 23人次，活動整體滿意度近九成

學員表示「非常滿意」。部分學員表示少數講師將

學術專業轉化為教學內容還有改善空間，另外也反

映課程多元、但安排過於緊湊，建議增加中場休息

時間，對於直播課程的接受度也比較低，舉辦地點

仍然會造成部分偏遠地區學員的交通壓力，都會納

入下次活動規劃參考。

南區共舉辦 5梯次講座，共計 192人次參與，

其中男性 52人次、女性 140人次，以地方文化館及

文物館共 66人次為最大比例，部分學員參加多梯

次課程，師資及課程規劃平均滿意度高達 98.15%。

有趣的是學員獲得活動訊息的重要管道依序為「親

朋好友推薦」（33.74%）、「宣傳公文」（26.99%）

及「FB活動訊息」（19.63%）等，可見良好口碑

的重要性。部分學員認為課程時間稍短，內容可更

深入，更多希望能持續不斷辦理，推出與時俱進的

進階課程，以接續所學。

離島地區共舉辦包括臺北 6場、馬祖 5場、金

門 5場、及澎湖 6場，共計 22場專題演講，及臺

北 2場、馬祖 3場、金門 2場，共計 7場參觀活

動，共計 130位學員參加。學員共同反應離島地區

因強調文化觀光產業，對於博物館相關從業人員的

專業具有不同的需求，但實際情況則多由文化局行

政人員兼辦，因此在專業人員未能補足的情況下，

現職人員更有各項專業持續進修學習的需求，特別

是離島地區的資源相形不足，更需要各界持續關注

與支持。

北區 5場次活動累計參與人次共 164人，其中

男性 61人次、女性 103人次，共收回 129份問卷，

回饋率約八成。學員多透過公文或電子郵件之管道

得知活動資訊，且肯定活動成效。滿意度最高的活

動是實地參訪、見學博物館業務，學員表示可藉此

交流機會認識許多其他友館的文化工作從業人員，

能立即獲取博物館各經營面向實務操作的知識與建

議，故希望未來能持續舉辦交流活動，可長期培養

及提升相關從業人員博物館專業技能。

期待來年再相見

由於 2020年「博物館從業人員 Level Up計

畫」各區學員的反饋熱烈，該計畫原為首年試辦性

質，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已決定繼續規劃 2021

年度活動；且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無法辦理大型實體

活動，亦將研擬同時以線上虛擬方式籌辦，持續回

應各地區中、小型與私立博物館從業人員的需求，

安排更多元面向的專業課程、並介接更多異業領

域的講師，開拓全方位的博物館資源共享平臺。

並請各界能將相關意見與回饋隨時寄送至電子郵

件 friends@taiwan-museum.org.tw，將持續聆聽各

階層需求，並與文化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各

公、私立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或其他財團法人文教

基金會等開設博物館相關專業訓練課程的政府與民

間機構相互合作，落實培育博物館界專業人才的任

務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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