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d u c a t i o n  A c t i v i t i e s  i n  t h e  M u s e u m

博物館&教學活動

100 2014 臺灣博物季刊 124 33卷．第4期

漁
業是人類掌控海洋資源的方式之一，其造成的

破壞不僅止於海洋生態體系而是擴及人類本

身，並因此改變在地人文景觀。澎湖南方四島蘊含豐

富海洋資源，海洋型國家公園的劃設可望維護當地

生態環境，發展魚種保育庫並帶動生態旅遊活

動。「藍色危機」活動是配合「菊島秘境─澎湖南方四

島特展」所規劃，透過工作坊與戲劇創作，使參與者

認識海洋生態並動手創造以思考、傳達人與海洋生

態和平相處之可能性，並藉由錄像展示來啟發展場

觀眾對生態保育的關注與想像。

筆者對本活動之構想，是藉由邀請具專業藝術表

達能力之團體的規劃及參與，將展覽動機與內容轉

化為創作成果並展示予展場觀眾，開啟社會討

論。本活動參與者為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視覺形

式美感教育」跨班選修師生（高一）共15人，該選修課

程旨在培育高中生視覺藝術、設計知識及美感敏銳

度，由該校教師蕭文文女士帶領。活動期程共分為

四次，於前兩次上課中先由博物館說明員將海洋生

態知識、漁業現況、循序漸進介紹給同學；再利用後

兩次工作坊中蒐集資料與交換意見，逐步針對南方

四島漁業問題創造一可能發生的美好

未來。於工作坊中產出之故事將在蕭老

師的選修課程裡由同學協力轉化為劇

本，經排練後於103年12月參與「臺北

市103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本活動之規劃與執行由博物館說明

員與萬芳高中教師協力完成。課程期

間，館方說明員負責傳遞生態教育內容

並構成創作主題；而學校教師則執行創

作形式之教學與習作，活動足跡遍及國

立臺灣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及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筆者希望此

種館校合作模式能創造參與雙方及參

觀民眾之三贏結果:9月14日 海科館創作資料蒐集

菊島秘境─澎湖南方四島特展：
「藍色危機」海洋生態保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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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物館方面，教育活動藉由參與團體的轉化能產

生一實體可見之成果，其不會只是單向的知識、

經驗輸出，館方亦可從中獲得與館藏內容相關的

藝術創作作品，藉由展示強化主題並宣揚展覽主

旨。

2. 學校方面，課程的規劃在結合博物館特展主題

後，學校師生可以對海洋環境保育產生進一步的

認知，並在學校課程中將此認知與自我感受轉化

為創作內容，使其創意與課堂練習得以進一步發

展並導向一集體成果。

3. 參觀民眾方面，藉由活動成果的播放，期待觀者

在獲得展場知識以外，亦能對

南方四島海洋生態復育議題得

到情感層面的體驗及關注。參

觀經驗將不只有標本、解說文

字與影片構成之論述，而加入

了激發觀眾情緒與同理心之藝

術成分。

博物館承載展示典藏物件及教育、

娛樂觀者的責任，而在其中，跨域

創作活動可望變成良好的知識傳播

與宣揚媒介。探索事物可能性的藝

術設計，也可以成為一個自然歷史

與人類學博物館的好朋友。 9月26日 萬芳高中小組工作坊記錄

9月14日 臺博館創作發想


